
������本报讯（记者赵剑影）记者了解到，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近日出台了 《关于培育新时期建筑产业工人
队伍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解决建筑工
人存在流动性大、老龄化严重、技能素质低、合法权
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等问题。

《意见》明确提出要逐步建立施工承包企业自有
建筑工人为骨干， 专业作业企业自有建筑工人为主
体的多元化用工方式；取消建筑施工劳务资质审批，
设立专业作业企业资质，实行告知备案制；放宽市场
准入限制，鼓励有一定组织、管理能力的劳务企业通

过引进人才、设备等途径向总承包和专业企业转型；
施工总承包企业要建立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制度，
明确管理职责， 对进入施工现场建筑工人实行实名
制管理，记录建筑工人的身份信息、培训情况、职业
技能、从业记录等信息；建立行业、企业、院校、社会
力量共同参与的建筑工人职业教育培训体系。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要求要创新考培模式， 技能
鉴定机构应充分依托大中型项目开展技能鉴定；加
强对现场作业人员的技能水平和配备比例监督检
查，要将相关情况与市场准入、招标投标、诚信体系、

评优等挂钩；推行工程款支付担保制度，建设单位要
求承包单位提供履约保证金的， 应向施工承包企业
提供相应的支付担保， 采用经济手段解决工程款支
付不及时导致拖欠建筑工人工资问题。 施工总承包
企业要将劳动合同信息纳入实名制管理， 严禁用劳
务分包合同代替劳动合同， 杜绝代签合同。 到 2020
年基本实现劳动合同全覆盖。

建立健全与建筑业相适应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
方式， 施工企业应在劳动合同的薪酬中列明用于建
筑工人参保所需费用， 依法为建筑工人缴纳社会保

险。 根据建筑业特点和实际制定五年和十年支持建
筑业工人培训专项资金中长期规划。 企业应当在工
程造价中明确相关费用用于工人技能培训。

《意见》还指出要发挥工会组织和社会组织积极
作用。 正确引导和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培育建筑工人
队伍工作，积极为建筑工人提供服务、反映诉求。 鼓
励行业协会和社会组织搭建施工专业作业用工平
台，助力小微专业作业企业发展。 通过项目工会、托
管工会、联合工会等多种形式，将建筑工人纳入工会
组织，为维护其基本权益提供依托。

住建部出台指导意见———

施工承包企业应逐步建立自有建筑工人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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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暖季 他们 24小时“候诊”

山西贫困地区农民
工资性收入占 47.3%
������本报讯（通讯员陈秋莲 记者刘建林）记者日前从
国家统计局山西调查总队了解到， 山西外出农民工
2016 年月均收入达到 3038.6 元 ， 比 2012 年增加
1116 元，增长 58.0%，平均每年增长 12.1%。 在该省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 工资性收入
占到 47.3%。

十八大以来， 随着山西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和供
给侧改革的不断推进， 以及省委省政府出台的一系列
保就业、稳增长、惠民生、促发展的政策措施，有效地推
进了该省经济的发展， 使山西农民工就业呈现出新的
特点。

山西农民工人数不断增长，2016 年， 该省农民工
人数总量突破 500 万，达到 501.8 万人，比 2012 年末
增加 34 万人，增长了 7.3%。 501.8 万农民工中，七成以
上为男性， 平均年龄 39.4 岁； 其中，34 岁以下的占
35.26%，年龄趋向年轻化。 外出人数不断增加，外出农
民工达到 169.6 万人，比 2012 年增加 10.1 万人，出省
农民工 46.3 万人，有的甚至走出国门。

十八大以来， 山西省委省政府加大了对农民工各
种劳动技能培训的力度，2016 年接受各种培训的农民
工占到 33.7%，比 2012 年提高 4.3 个百分点。 2017 年
省政府专门安排 1.8 亿元资金， 专项支持 6 万名农村
贫困劳动力免费职业培训。

随着该省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变化， 农民工就业产
业也逐步发生着变化。 2016 年，该省外出农民工中从
事第一产业的占 0.2%，从事第二产业的占 38.6%，从事
第三产业的占 61.2%，与 2012 年相比，呈现出从事三
产人数上升，一、二产就业人数下降的新特点。

青海海东市今年
输出农民工 55万人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 通讯员吕锦武）青海省海东
市按照“就近就地转移就业，做大省内转移，做强省外
务工，做精境外输出”的劳务经济发展思路，全面提升
季节性劳务输出新疆“金秋拾棉”、海西蒙古族藏族自
治州“枸杞采摘”劳务品牌质量和效益，已形成“一县
(区)一特色，一县(区)一品牌”的发展格局。 今年以来，
全市已向省内外转移输出农民工 54.85 万人次， 实现
劳务收入 47.1 亿元，劳务人均收入 8766 元。

今年， 海东市已向青海省人社厅争取拉面扶持资
金 2000 万元。 截至目前，全市农民工在外开办经营的
拉面店已达 2.62 万家，从业人员 16.9 万人，拉面经济
经营性收入 95 亿元，从业人员工资性收入 41 亿元。通
过“带薪在岗实训+创业”模式，扶持农村精准扶贫户
开办拉面店 113 户，带动农民工就业 621 人，扶持 1252
人从事拉面经济。

此外，海东市广泛动员农村劳动力，到新疆从事土
地承包和棉花、大枣等经济作物种植业，推进异地脱贫
致富。 截至目前，全市已有 371 户 1032 人在新疆落户
安家或务工增收。

������11 月 6 日， 在济南张庄路街道办事处，
30 多吨清洁煤运抵没有供暖的居民区，4 名
运煤工驾驶三轮车分批将居民订购的清洁煤
运送到家中。

为居民配送清洁煤的均是“50 后”农民
工，年龄最大的张吉华已经年近 60 岁，他骑
着摩托车走街串巷，平均每天送煤超过 7000
公斤，双手布满老茧，连手指上都留着洗不掉
的黑色煤痕，他说即使再累，也要准时将煤送
到居民家中。

御宁 摄/视觉中国

�▲在北京市海淀南路，抢修组的工人正在进行供热管道故障抢修。

●听漏工：三件工具不离身，噪声中找漏点，每年“出诊”上百次，准确率 90%以上
●抢修工：从接到电话到入户不超 30分钟，多在堆积污水的狭小空间工作
●司炉员：爬 66级台阶到炉顶平台查看，两小时一巡视、一小时一记录

������本报讯（记者李丹青）近日，人社部就《失业保险
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
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相比于现行条例，此次
《征求意见稿》亮点颇多：失业保险参保范围在地域
和适用主体上进行了拓展，缴费费率由现行 3%的固
定费率降为总费率不超过 2%，同时农民工失业后也
可按月领取失业保险金。

失业保险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强制实行的 ，由

用人单位、 职工个人缴费及国家财政补贴等渠道
筹集资金建立失业保险基金， 对因失业而暂时中
断生活来源的劳动者提供一定时期的物质帮助和
再就业服务的制度。 它是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重
要组成部分， 也是我国积极就业政策的有机组成
部分。

据了解，按现行政策规定，农民工虽然个人不缴
费，但失业后只能领取一次性生活补助金，低于城镇

职工失业保险金标准，其他保障及就业服务缺失，总
体保障水平远低于城镇职工。

根据社会保险法关于 “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依
照本法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删
去了现行条例关于农民合同制工人本人不缴费和农
民合同制工人领取一次性生活补助的规定， 从制度
上实现城乡统筹， 进一步提升农民合同制工人的失
业保障水平。

记者了解到， 统一参保政策大大提高了农民工
的保障水平， 使农民工享受与城镇职工同样的参保
缴费和待遇标准，体现了制度的公平性，有利于城乡
统筹就业，也有利于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

《征求意见稿》规定失业人员的失业保险待遇包
括：失业保险金、代缴基本养老保险费、代缴基本医
疗保险费、 死亡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 职业培训补
贴、职业技能鉴定补贴、创业补贴。 与现行条例相比，
新增了为失业人员代缴基本养老保险费、 职业技能
鉴定补贴和创业补贴， 将医疗补助金调整为代缴基
本医疗保险费。

据介绍，统一政策后，农民工失业后不仅可以
按月领取失业保险金，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基本养
老和医疗保险费， 还可根据自身情况享受职业培
训、职业技能鉴定和创业补贴，待遇水平更高，保障
更全面。

人社部就《失业保险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农民工失业或能按月领取保险金

济南：

送煤工每天送煤
7000 公斤

重庆建立以居住证为
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

������据新华社电（记者柯高阳）为适应户籍制度改革要
求， 重庆将建立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
政策，保障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入学。

重庆市政府近日印发关于统筹推进区县域内城乡
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出，要简
化优化随迁子女入学流程和证明要求， 市外户口以居
住证为主要依据， 市内户口以工作证明和居住证明为
主要依据。

实施意见提出，坚持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学校为
主接收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入学。公办学校学位不足的，
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安排随迁子女在普惠性民
办学校就读。 同时对随迁子女实行混合编班和统一管
理，促进随迁子女融入学校和社区。

在加强随迁子女教育经费保障方面， 重庆要求将
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入学依法纳入教育发展规划， 纳入
财政保障范围。 公办和民办学校均不得向随迁子女收
取有别于本地户籍学生的任何费用， 保障随迁子女平
等接受教育权利。

本报记者 彭文卓 文/图

11 月 15 日，北京供暖季正式开始。
在北京方庄供热厂里，轰鸣的排风声响彻锅炉房。 显示器上，尖

峰锅炉的一次出水温度都在 95℃左右。 这些滚烫的热水正通过管网
从尖峰锅炉房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市政热网，为整个城市输送着热量。
而对于整个供热系统上每一个环节的工人来说，凛冬到来，他们的工
作才刚刚开始……

听漏：为热力管线“听诊”

每年底的供暖季，是“刘大夫”最忙的时候，最奢侈的事就是早上
听漏回来能眯一会儿了。

今年 41 岁的刘勇，是京能北京热力集团输配分公司检修大队检
修 4 班的班长。他的工作是在供热管线抢修前，通过类似听诊器的仪
器，靠一双耳朵听出地下管线的漏点。 常年给管线“听诊”，刘勇有了
“刘大夫”的别号。

一个漏点判断不准，抢修坑就白挖了，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所以
“听漏”是对心理素质的极大考验。 而身体素质更是必不可少，为了尽
量减小白天其他噪音的干扰，“听漏”大部分时候是在夜间进行，而供
热管线的水温最高能达到 140℃，一冷一热间，感冒就成了家常便饭。

刘勇所在的班组，一共 6 名检修人员。他们负责的区域是北京城
近百条上千公里的一次供热管线，每年冬天几乎都是 24 小时“候诊”
状态，吃睡都不离开单位，一旦出现检修任务，随时出发。组里年龄最
小的刘建飞只有 21 岁，虽然家就在张家口，但他也好久没回家了。刘
建飞说，一般国庆节就是他们最后一个假期，之后的周末、新年和春
节就不能休息了。

如何从杂音中辨别出“漏点”的声音，是一项技术活。埋在地下四
五米的管道，漏点有时只有小米粒那么大，常常需要刘师傅排除各种
干扰找出来。 他有三件宝贝不离身：听漏仪、相关仪和物探仪。 “下井
进入观察室，用探针接触管壁，通过耳机里传出的声响，判断漏点的
距离。 然后回到路面上继续听，以判断漏点更准确的位置。 ”

但这种类似于烧热水时壶开了的鸣哨声其实并不好找。 根据漏
点的情况不同，声音也会有大小粗细之分。“新人去听的话，只能听出
噪音来！”刘师傅说，耳机里传来的声音被放大了数倍，其中被放大的
也有来自于各方面的杂音，就连自行车轮与路面的微小摩擦声，在耳

机里也会变成“哗”的一声巨响，漏点所发出的“哨声”往往会被掩盖。
“考验观察力，要琢磨很多东西。 ”刘师傅告诉徒弟，“听漏”需要

通过现场环境去综合分析，更多的还是依靠丰富的经验。 如今，新人
们都在向刘勇学习“听诊”这门手艺。刘勇每年都要“出诊”上百次，在
去年 140 次漏点寻找的工作中，“听诊”准确率已达到 90%以上。

抢修：第一时间解决问题

等“听诊”结束，就是“手术医生”———抢修组的事了，干起活来经
常两三天不睡觉。

按照北京热力集团月坛供热中心王师傅的说法， 从接到热线电
话到下单，再到分配给各中心的服务站到最后入户，最多不超过 30
分钟，在紧急情况下，时间甚至压缩至 10 分钟，“全天 24 小时待命，
即使是凌晨时分，我们也有 4 个人巡视着周边的 10 个服务站。 ”

为了不影响市民的正常生活，很多抢修要在夜间进行。 2015 年
的冬天，北京遇到极寒天气，四惠服务站所管辖的 36 号地下车库一
处供暖支管因管线遗留过长发生管线冻裂。接到报修电话时，已经是
深夜 11 点多了。 忙碌了一天的郎师傅来不及吃上一口热饭，就召集
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抢修。

外面天寒地冻，但是手里的活儿依然不停，安静的深夜里，整个
车库只回荡着工具发出的声音。终于在凌晨 1 点半抢修完毕，再次对
现场进行巡查，确定没有遗留漏点后，郎师傅才带领大家离开现场，
而此时已经是后半夜了。 等待他们的，很可能是又一个艰巨的任务。

更多时候，这样的抢修是在堆积着污水、黏稠物，散发着阵阵恶
臭的狭小空间里进行的。

虽然调度室的服务热线 24 小时接听着市民来电，但很多抢修师
傅还是把自己的私人号码留给了社区居民。经常在晚上十一二点，还
能接到问询电话。

去年，供暖热线电话的呼入量少了很多，比 2015 年同期减少
了 4295 个，降幅高达 33%，这是他们最高兴的事，“热线电话少了，
居民都不用挨冻了，说明我们的供暖准备工作做得更充分了。 ”

看炉：守护设备运转

以前每到供暖季从知春里地铁站出来， 远远地就能望见两根直
插云霄的烟囱正在向天空缓缓喷着水蒸气。 不过以后这样的水蒸气

就要消失了。 今年，北京市热力集团将有 330 座锅炉房完成“清煤降
氮”改造，涉及 12 个区。供暖开始后，市民从供热厂附近走过，将看不
到烟筒上冒白雾的现象。

向着高大烟囱出发，那里是双榆树供热站，拥有六台亚洲最大
的尖峰锅炉。南锅炉房中的 6 号炉正在运行中，走进锅炉房顿时被
轰鸣的噪音笼罩， 大功率风机正通过巨型管道向炉内输送氧气。
14 米高的巨大立式锅炉需要抬头仰望才得以窥其全貌，黄色的燃
烧器盘踞在炉顶，蓝色水冷壁包裹着锅炉下端，里面是熊熊燃烧的
火焰。

一位头戴黄色安全帽和黑色耳麦的司炉员正在仔细检查设备的
运转情况，嘈杂的工作环境并没有扰乱他的步伐。只见他顺着楼梯迅
速爬到炉顶处，66 级台阶如履平地。 站在炉顶平台上，司炉员开始认
真记录巡检内容。

双榆树尖峰锅炉房的司炉员共 8 人，24 小时倒班， 两小时一巡
视、一小时一记录。 据锅炉房的石主任介绍，锅炉房的设备是全自动
控制的，各个锅炉及设备的运作状态都可以从监控室的电脑上看到，
调节工作也实现了数字化。“有些设备的具体信息还是需要去现场获
取的。比如说锅炉燃烧器的里面全是天然气，我们要用嗅敏仪去测试
它的状态是否正常。 ”

供热网的复杂程度超出普通人的想象， 锅炉房的故事每天都在
上演，而正是每个环节上供热工人的守护，才换来了居民在暖暖的被
窝中一夜安睡。

������本报讯（记者赵剑影）记者了解到，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近日出台了 《关于培育新时期建筑产业工人
队伍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解决建筑工
人存在流动性大、老龄化严重、技能素质低、合法权
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等问题。

《意见》明确提出要逐步建立施工承包企业自有
建筑工人为骨干， 专业作业企业自有建筑工人为主
体的多元化用工方式；取消建筑施工劳务资质审批，
设立专业作业企业资质，实行告知备案制；放宽市场
准入限制，鼓励有一定组织、管理能力的劳务企业通

过引进人才、设备等途径向总承包和专业企业转型；
施工总承包企业要建立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制度，
明确管理职责， 对进入施工现场建筑工人实行实名
制管理，记录建筑工人的身份信息、培训情况、职业
技能、从业记录等信息；建立行业、企业、院校、社会
力量共同参与的建筑工人职业教育培训体系。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要求要创新考培模式， 技能
鉴定机构应充分依托大中型项目开展技能鉴定；加
强对现场作业人员的技能水平和配备比例监督检
查，要将相关情况与市场准入、招标投标、诚信体系、

评优等挂钩；推行工程款支付担保制度，建设单位要
求承包单位提供履约保证金的， 应向施工承包企业
提供相应的支付担保， 采用经济手段解决工程款支
付不及时导致拖欠建筑工人工资问题。 施工总承包
企业要将劳动合同信息纳入实名制管理， 严禁用劳
务分包合同代替劳动合同， 杜绝代签合同。 到 2020
年基本实现劳动合同全覆盖。

建立健全与建筑业相适应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
方式， 施工企业应在劳动合同的薪酬中列明用于建
筑工人参保所需费用， 依法为建筑工人缴纳社会保

险。 根据建筑业特点和实际制定五年和十年支持建
筑业工人培训专项资金中长期规划。 企业应当在工
程造价中明确相关费用用于工人技能培训。

《意见》还指出要发挥工会组织和社会组织积极
作用。 正确引导和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培育建筑工人
队伍工作，积极为建筑工人提供服务、反映诉求。 鼓
励行业协会和社会组织搭建施工专业作业用工平
台，助力小微专业作业企业发展。 通过项目工会、托
管工会、联合工会等多种形式，将建筑工人纳入工会
组织，为维护其基本权益提供依托。

住建部出台指导意见———

施工承包企业应逐步建立自有建筑工人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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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暖季 他们 24小时“候诊”

山西贫困地区农民
工资性收入占 47.3%
������本报讯（通讯员陈秋莲 记者刘建林）记者日前从
国家统计局山西调查总队了解到， 山西外出农民工
2016 年月均收入达到 3038.6 元 ， 比 2012 年增加
1116 元，增长 58.0%，平均每年增长 12.1%。 在该省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 工资性收入
占到 47.3%。

十八大以来， 随着山西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和供
给侧改革的不断推进， 以及省委省政府出台的一系列
保就业、稳增长、惠民生、促发展的政策措施，有效地推
进了该省经济的发展， 使山西农民工就业呈现出新的
特点。

山西农民工人数不断增长，2016 年， 该省农民工
人数总量突破 500 万，达到 501.8 万人，比 2012 年末
增加 34 万人，增长了 7.3%。 501.8 万农民工中，七成以
上为男性， 平均年龄 39.4 岁； 其中，34 岁以下的占
35.26%，年龄趋向年轻化。 外出人数不断增加，外出农
民工达到 169.6 万人，比 2012 年增加 10.1 万人，出省
农民工 46.3 万人，有的甚至走出国门。

十八大以来， 山西省委省政府加大了对农民工各
种劳动技能培训的力度，2016 年接受各种培训的农民
工占到 33.7%，比 2012 年提高 4.3 个百分点。 2017 年
省政府专门安排 1.8 亿元资金， 专项支持 6 万名农村
贫困劳动力免费职业培训。

随着该省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变化， 农民工就业产
业也逐步发生着变化。 2016 年，该省外出农民工中从
事第一产业的占 0.2%，从事第二产业的占 38.6%，从事
第三产业的占 61.2%，与 2012 年相比，呈现出从事三
产人数上升，一、二产就业人数下降的新特点。

青海海东市今年
输出农民工 55万人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 通讯员吕锦武）青海省海东
市按照“就近就地转移就业，做大省内转移，做强省外
务工，做精境外输出”的劳务经济发展思路，全面提升
季节性劳务输出新疆“金秋拾棉”、海西蒙古族藏族自
治州“枸杞采摘”劳务品牌质量和效益，已形成“一县
(区)一特色，一县(区)一品牌”的发展格局。 今年以来，
全市已向省内外转移输出农民工 54.85 万人次， 实现
劳务收入 47.1 亿元，劳务人均收入 8766 元。

今年， 海东市已向青海省人社厅争取拉面扶持资
金 2000 万元。 截至目前，全市农民工在外开办经营的
拉面店已达 2.62 万家，从业人员 16.9 万人，拉面经济
经营性收入 95 亿元，从业人员工资性收入 41 亿元。通
过“带薪在岗实训+创业”模式，扶持农村精准扶贫户
开办拉面店 113 户，带动农民工就业 621 人，扶持 1252
人从事拉面经济。

此外，海东市广泛动员农村劳动力，到新疆从事土
地承包和棉花、大枣等经济作物种植业，推进异地脱贫
致富。 截至目前，全市已有 371 户 1032 人在新疆落户
安家或务工增收。

������11 月 6 日， 在济南张庄路街道办事处，
30 多吨清洁煤运抵没有供暖的居民区，4 名
运煤工驾驶三轮车分批将居民订购的清洁煤
运送到家中。

为居民配送清洁煤的均是“50 后”农民
工，年龄最大的张吉华已经年近 60 岁，他骑
着摩托车走街串巷，平均每天送煤超过 7000
公斤，双手布满老茧，连手指上都留着洗不掉
的黑色煤痕，他说即使再累，也要准时将煤送
到居民家中。

御宁 摄/视觉中国

�▲在北京市海淀南路，抢修组的工人正在进行供热管道故障抢修。

●听漏工：三件工具不离身，噪声中找漏点，每年“出诊”上百次，准确率 90%以上
●抢修工：从接到电话到入户不超 30分钟，多在堆积污水的狭小空间工作
●司炉员：爬 66级台阶到炉顶平台查看，两小时一巡视、一小时一记录

������本报讯（记者李丹青）近日，人社部就《失业保险
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
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相比于现行条例，此次
《征求意见稿》亮点颇多：失业保险参保范围在地域
和适用主体上进行了拓展，缴费费率由现行 3%的固
定费率降为总费率不超过 2%，同时农民工失业后也
可按月领取失业保险金。

失业保险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强制实行的 ，由

用人单位、 职工个人缴费及国家财政补贴等渠道
筹集资金建立失业保险基金， 对因失业而暂时中
断生活来源的劳动者提供一定时期的物质帮助和
再就业服务的制度。 它是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重
要组成部分， 也是我国积极就业政策的有机组成
部分。

据了解，按现行政策规定，农民工虽然个人不缴
费，但失业后只能领取一次性生活补助金，低于城镇

职工失业保险金标准，其他保障及就业服务缺失，总
体保障水平远低于城镇职工。

根据社会保险法关于 “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依
照本法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删
去了现行条例关于农民合同制工人本人不缴费和农
民合同制工人领取一次性生活补助的规定， 从制度
上实现城乡统筹， 进一步提升农民合同制工人的失
业保障水平。

记者了解到， 统一参保政策大大提高了农民工
的保障水平， 使农民工享受与城镇职工同样的参保
缴费和待遇标准，体现了制度的公平性，有利于城乡
统筹就业，也有利于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

《征求意见稿》规定失业人员的失业保险待遇包
括：失业保险金、代缴基本养老保险费、代缴基本医
疗保险费、 死亡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 职业培训补
贴、职业技能鉴定补贴、创业补贴。 与现行条例相比，
新增了为失业人员代缴基本养老保险费、 职业技能
鉴定补贴和创业补贴， 将医疗补助金调整为代缴基
本医疗保险费。

据介绍，统一政策后，农民工失业后不仅可以
按月领取失业保险金，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基本养
老和医疗保险费， 还可根据自身情况享受职业培
训、职业技能鉴定和创业补贴，待遇水平更高，保障
更全面。

人社部就《失业保险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农民工失业或能按月领取保险金

济南：

送煤工每天送煤
7000 公斤

重庆建立以居住证为
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

������据新华社电（记者柯高阳）为适应户籍制度改革要
求， 重庆将建立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
政策，保障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入学。

重庆市政府近日印发关于统筹推进区县域内城乡
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出，要简
化优化随迁子女入学流程和证明要求， 市外户口以居
住证为主要依据， 市内户口以工作证明和居住证明为
主要依据。

实施意见提出，坚持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学校为
主接收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入学。公办学校学位不足的，
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安排随迁子女在普惠性民
办学校就读。 同时对随迁子女实行混合编班和统一管
理，促进随迁子女融入学校和社区。

在加强随迁子女教育经费保障方面， 重庆要求将
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入学依法纳入教育发展规划， 纳入
财政保障范围。 公办和民办学校均不得向随迁子女收
取有别于本地户籍学生的任何费用， 保障随迁子女平
等接受教育权利。

本报记者 彭文卓 文/图

11 月 15 日，北京供暖季正式开始。
在北京方庄供热厂里，轰鸣的排风声响彻锅炉房。 显示器上，尖

峰锅炉的一次出水温度都在 95℃左右。 这些滚烫的热水正通过管网
从尖峰锅炉房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市政热网，为整个城市输送着热量。
而对于整个供热系统上每一个环节的工人来说，凛冬到来，他们的工
作才刚刚开始……

听漏：为热力管线“听诊”

每年底的供暖季，是“刘大夫”最忙的时候，最奢侈的事就是早上
听漏回来能眯一会儿了。

今年 41 岁的刘勇，是京能北京热力集团输配分公司检修大队检
修 4 班的班长。他的工作是在供热管线抢修前，通过类似听诊器的仪
器，靠一双耳朵听出地下管线的漏点。 常年给管线“听诊”，刘勇有了
“刘大夫”的别号。

一个漏点判断不准，抢修坑就白挖了，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所以
“听漏”是对心理素质的极大考验。 而身体素质更是必不可少，为了尽
量减小白天其他噪音的干扰，“听漏”大部分时候是在夜间进行，而供
热管线的水温最高能达到 140℃，一冷一热间，感冒就成了家常便饭。

刘勇所在的班组，一共 6 名检修人员。他们负责的区域是北京城
近百条上千公里的一次供热管线，每年冬天几乎都是 24 小时“候诊”
状态，吃睡都不离开单位，一旦出现检修任务，随时出发。组里年龄最
小的刘建飞只有 21 岁，虽然家就在张家口，但他也好久没回家了。刘
建飞说，一般国庆节就是他们最后一个假期，之后的周末、新年和春
节就不能休息了。

如何从杂音中辨别出“漏点”的声音，是一项技术活。埋在地下四
五米的管道，漏点有时只有小米粒那么大，常常需要刘师傅排除各种
干扰找出来。 他有三件宝贝不离身：听漏仪、相关仪和物探仪。 “下井
进入观察室，用探针接触管壁，通过耳机里传出的声响，判断漏点的
距离。 然后回到路面上继续听，以判断漏点更准确的位置。 ”

但这种类似于烧热水时壶开了的鸣哨声其实并不好找。 根据漏
点的情况不同，声音也会有大小粗细之分。“新人去听的话，只能听出
噪音来！”刘师傅说，耳机里传来的声音被放大了数倍，其中被放大的
也有来自于各方面的杂音，就连自行车轮与路面的微小摩擦声，在耳

机里也会变成“哗”的一声巨响，漏点所发出的“哨声”往往会被掩盖。
“考验观察力，要琢磨很多东西。 ”刘师傅告诉徒弟，“听漏”需要

通过现场环境去综合分析，更多的还是依靠丰富的经验。 如今，新人
们都在向刘勇学习“听诊”这门手艺。刘勇每年都要“出诊”上百次，在
去年 140 次漏点寻找的工作中，“听诊”准确率已达到 90%以上。

抢修：第一时间解决问题

等“听诊”结束，就是“手术医生”———抢修组的事了，干起活来经
常两三天不睡觉。

按照北京热力集团月坛供热中心王师傅的说法， 从接到热线电
话到下单，再到分配给各中心的服务站到最后入户，最多不超过 30
分钟，在紧急情况下，时间甚至压缩至 10 分钟，“全天 24 小时待命，
即使是凌晨时分，我们也有 4 个人巡视着周边的 10 个服务站。 ”

为了不影响市民的正常生活，很多抢修要在夜间进行。 2015 年
的冬天，北京遇到极寒天气，四惠服务站所管辖的 36 号地下车库一
处供暖支管因管线遗留过长发生管线冻裂。接到报修电话时，已经是
深夜 11 点多了。 忙碌了一天的郎师傅来不及吃上一口热饭，就召集
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抢修。

外面天寒地冻，但是手里的活儿依然不停，安静的深夜里，整个
车库只回荡着工具发出的声音。终于在凌晨 1 点半抢修完毕，再次对
现场进行巡查，确定没有遗留漏点后，郎师傅才带领大家离开现场，
而此时已经是后半夜了。 等待他们的，很可能是又一个艰巨的任务。

更多时候，这样的抢修是在堆积着污水、黏稠物，散发着阵阵恶
臭的狭小空间里进行的。

虽然调度室的服务热线 24 小时接听着市民来电，但很多抢修师
傅还是把自己的私人号码留给了社区居民。经常在晚上十一二点，还
能接到问询电话。

去年，供暖热线电话的呼入量少了很多，比 2015 年同期减少
了 4295 个，降幅高达 33%，这是他们最高兴的事，“热线电话少了，
居民都不用挨冻了，说明我们的供暖准备工作做得更充分了。 ”

看炉：守护设备运转

以前每到供暖季从知春里地铁站出来， 远远地就能望见两根直
插云霄的烟囱正在向天空缓缓喷着水蒸气。 不过以后这样的水蒸气

就要消失了。 今年，北京市热力集团将有 330 座锅炉房完成“清煤降
氮”改造，涉及 12 个区。供暖开始后，市民从供热厂附近走过，将看不
到烟筒上冒白雾的现象。

向着高大烟囱出发，那里是双榆树供热站，拥有六台亚洲最大
的尖峰锅炉。南锅炉房中的 6 号炉正在运行中，走进锅炉房顿时被
轰鸣的噪音笼罩， 大功率风机正通过巨型管道向炉内输送氧气。
14 米高的巨大立式锅炉需要抬头仰望才得以窥其全貌，黄色的燃
烧器盘踞在炉顶，蓝色水冷壁包裹着锅炉下端，里面是熊熊燃烧的
火焰。

一位头戴黄色安全帽和黑色耳麦的司炉员正在仔细检查设备的
运转情况，嘈杂的工作环境并没有扰乱他的步伐。只见他顺着楼梯迅
速爬到炉顶处，66 级台阶如履平地。 站在炉顶平台上，司炉员开始认
真记录巡检内容。

双榆树尖峰锅炉房的司炉员共 8 人，24 小时倒班， 两小时一巡
视、一小时一记录。 据锅炉房的石主任介绍，锅炉房的设备是全自动
控制的，各个锅炉及设备的运作状态都可以从监控室的电脑上看到，
调节工作也实现了数字化。“有些设备的具体信息还是需要去现场获
取的。比如说锅炉燃烧器的里面全是天然气，我们要用嗅敏仪去测试
它的状态是否正常。 ”

供热网的复杂程度超出普通人的想象， 锅炉房的故事每天都在
上演，而正是每个环节上供热工人的守护，才换来了居民在暖暖的被
窝中一夜安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