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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安全帽生产、质检、出厂、采购等环节存在的漏洞，专业人士呼吁——

担起小“安全帽”的大责任，工人才有“安全感”

策划：李丹青 制图：肖婕妤

家门口的“大医院”
湖北为高技能领军人才定制“匠心卡”

本报讯（记者张翀 通讯员毕娟）火车站贵宾通道、飞机场

贵宾通道、免年费、免小额账户管理费……为切实提升技能人

才地位，增强技能人才获得感，湖北省人社厅日前联合湖北银

行，为全省高技能领军人才定制湖北银行“匠心卡”，提供个性

化、高质量和全方位的专属金融服务。

据了解，“匠心卡”的办理对象包括：中华技能大奖、全国

技术能手荣誉称号获得者，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湖

北工匠等高技能人才。湖北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

来，湖北省不断完善政策、健全机制、夯实基础，大力加强技能

人才队伍建设，成效明显。截至今年 6月底，全省技能人才总

量达 911 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 273.5 万人，为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云南举办首届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
本报讯（记者黄榆）近日，云南省第一届乡村振兴职业技

能大赛暨全国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云南省选拔赛在昆明开

赛。大赛紧贴全省乡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者就业创业

实际，设置了砌筑工、汽车维修工、农机修理工、电工等 11 个

比赛项目，每个比赛项目分设职工组和学生组。

据悉，此次比赛历时 3天，共有 26支参赛队 293名参赛选

手报名参加。各赛项获前三名的选手将进入省集训队，由云

南省人社厅统一组织集训，集训测试优胜选手将代表云南省

参加 9 月份举办的全国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同时，获云

南省级决赛各类奖项的优异选手，按规定还可直接晋升职业

技能等级。

营口探索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化运营
本报讯（记者刘旭）企业用工需求旺盛，招不来合适的人

员；求职者一技在手，却找不到合适的岗位。人才对接不顺

畅，曾是不少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亟待解决的问题。近年来，辽

宁省营口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探索市场化运营，借力第三方

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大幅提高就业服务效率。

据悉，营口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采取“政府主导+市场化

运营”的管理模式，由政府出资搭建平台，国有企业负责日常

管理，民营企业负责人才市场代运营。该产业园负责人介绍，

合作开园 20 个月以来，举办招聘会 1600 场，服务招聘企业

403家，培训 7.2万人次，解决就业 4.89万人次。

本报记者 李国

时值毕业季，招聘市场热度不减。对求职

者而言，简历可谓是找工作过程中的“敲门砖”。

2021 届高校毕业生规模达 909 万人，求

职竞争激烈。前不久，“重庆女孩帮改简历助

3万人求职成功”的话题冲上热搜，让简历优

化成为热词。这让一些求职者疑惑，找工作

时，请人改简历真的有用吗？花钱购买简历

优化服务是在交“智商税”吗？

制作简历需要相应指导

日前，有媒体对1534名受访大学生进行的

调查显示，71.2%的受访者在简历制作时存在

困扰。93%的受访大学生表示需要支持，76.5%
的受访者希望请求职成功的前辈分享经验。

重庆一位资深 HR 透露，每逢招聘季，

公司都会收到大量简历，平均下来，HR 在每

份简历上的停留时间约 15秒。这种情况下，

一份措辞得体、排版整洁的简历就显得非常

重要。

“真没想到，我花300多元优化后的简历投

出去后，很快就收到了面试邀请。”近日，即将硕

士毕业的重庆姑娘小毕高兴地对记者说。

记者在网上以“简历优化”为关键词检索

发现，不少网店和招聘平台提供撰写、优化简

历等服务，并明码标价，价格从一两百元到上

千元不等。

身为圈内小有名气的简历优化师，每逢

毕业季，唐静的订单量一般超出平常 2～3
倍。“修改简历不保证拿到录用通知，但基本

能改到客户满意为止。”唐静说。

存在个人信息泄露、造假等风险

近日，33 岁的颜斌武通过熟人获得一

次求职内推机会，希望有针对性地修改简

历。于是，他在网络平台花 500 元找了一家

简历优化工作室。可改来改去，他觉得调

整后的简历始终“没有感情、没有内容、空

洞乏味”。

“我这些年做的工作是行业前沿热点，并

且量大扎实，从简历素材来说是非常有亮点

的。”颜斌武叹气道，“对于一些专业性强的工

作，没有行业从业经历的 HR 改写的简历，还

不如自己多花心思亲自操作。”

记者采访发现，有的简历优化服务“掺水

造假”，存在伪造学历和证书、伪造实习经历，

或对个人经历进行不切实际地夸大等情况。

同时，存在简历被倒卖、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

对此，重庆人社部门提醒求职者，简历优

化或“埋雷”，稍不注意就有可能出现简历造

假的情况，切莫为了一份“亮眼”的简历踏入

“失信陷阱”。

提升就业能力才是关键

“优化简历能成为一门生意，折射出高校

教育在这方面的缺位。”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

游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莫远明建议，学校方面

应针对缺乏求职经验的毕业生，加强简历制

作等方面的就业指导，帮助学生做好职业规

划，顺利实现就业。

莫远明认为，求职者与其花钱优化简历，

不如提升自身能力，结合自己的专业、能力、

兴趣，明确择业目标，有针对性地投递简历，

并在制作简历时，结合应聘岗位，将自己最闪

光的地方秀出来，比如应聘对文字功底要求

较高的职位时，可在简历上体现出语言能力；

应聘广告设计等职位，可将简历制作得更有

新意；应聘外企，则需准备外语简历。

对于网络平台上的简历优化服务，北京

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建律师建议网

络平台尽好管理责任，进行规范引导，同时监

管部门也应加强监管，促进简历优化服务规

范化。此外，对于涉嫌提供简历造假服务及

泄露求职者个人信息的商家，要依法依规予

以惩治，保障求职者的合法权益。

花钱改简历，是“智商税”吗？
专业人士建议，学校应加强简历制作等方面的就业指导；求职者提升就业能力才是关键

本报讯（记者陈华）为促进青年群体特

别是高校毕业生依靠技能实现就业创业，近

日，安徽省人社厅发文决定实施高校毕业生

强技计划，并为其发放职业培训券。目前，

首批 13423 张、8053.8 万元职业培训券已经

发放到位。

据悉，高校毕业生强技计划是依托技师

学院、高级技工学校实训条件和师资力量，

面向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推出的

3～6 个月中长期技能培训项目，政府按培

训学费的 80%、最高每人不超过 6000 元的标

准给予补贴。

记者了解到，安徽省首批职业培训券采

取“定向券+面值券”模式制发。职业培训券

由人社部依托电子社会保障卡统一制发，作

为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享受职业技能培

训服务和承训机构兑现补贴的电子凭证。

安徽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介绍，高校毕

业生强技计划系安徽省现有政府补贴性就业

技能培训项目中培训时间最长、补贴标准最

高的培训项目，首批共遴选承训技工院校 26
家，涉及数控加工、汽车维修、机床装调、电

工、钳工、焊工、工业机器人运维、无人机装调

驾驶、电子商务、广告设计、烹饪西点、养老育

婴等 33 个职业。后期将视培训情况进行动

态调整。

此次职业培训券通过数据比对点对点向

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发放，并通过发送短

信方式进行提示。高校毕业生参加培训时，

可用职业培训券直接冲抵等额培训费用，所

在地人社部门按实际核销数额向承训院校发

放培训补贴。

目前，安徽省人社厅正在收集核对 2021
届高校毕业生信息。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将及时发放职业培训券，扩大职业培训券

应用规模。

安徽实施高校毕业生强技计划

本报记者 李润钊

连日来，《工人日报》记者持续关注安全

帽生产、发放和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在为工

人头顶安全鼓与呼的同时，陆续收到受访者

维权的最新消息。

工人陈一辉将 20元安全帽补贴退还给

包工头后，领到了由施工单位统一采购的安

全帽；曾被强制缴纳安全帽押金的工人陈佳

欣，收到了企业退回的 200元押金……

经过周折，这一次他们如愿拿到安全

帽。不过，想到安全帽质量参差不齐、质检

报告语焉不详等问题，一些工人似乎对安全

帽并未有足够的安全感。

检验监管等部门应严格管控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相比质检报告，不

少劳保用品商店和劳动者将价格作为判断

安全帽质量高低的指标。“20 元以上的安全

帽才可能达标”“我们不进 10 元以下的货，

那种多是回收材料做的。”比起价格，福州一

家安全帽批发店店主李茂泉更关心安全帽

的质量如何判断。

“判定安全帽质量的标准，应回归到抽

检制度和质检报告上来。”福建知信衡律师

事务所律师方维忠认为，“问题”安全帽存在

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现行规定对质检报告的

内容、格式缺乏刚性约束，质检机构和采购

单位在检测、验收时“走过场”，使得生产厂

家趁机将合格的检验报告“套用”在不达标

的安全帽上。标示“合格”的检验报告，成了

“问题安全帽”在市场流通的“通关绿码”。

一些质量不达标的安全帽，得以通过用人单

位的采购验收，下发到工人手中。

“要监管安全帽质量，根本是要让监管

者真正管起来。”方维忠呼吁，监管部门应对

安全帽生产企业实行更严格的行业准入和

退出制度，并建立覆盖生产、检验、流通、使

用全生命周期的可溯源机制，加大对“问题

安全帽”的清理和打击力度，对违法者实施

更为严格的监督管控和执法问责，斩断“问

题安全帽”的流通供应链条。

用人单位应建立劳保用品采购验收制度

“在安全生产方面，企业不应‘不作为’。”

福建国富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本钟告诉记者，

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提供符

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劳

动防护用品，这明确了提供安全帽是用人单

位的法定义务，反之，获得安全生产所需的防

护用品是劳动者依法享有的权力。

今年 6 月刚刚审议通过的新版安全生

产法，不仅对“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

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

防护用品”再次作出规定，并继续明确企业

“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

用劳动防护用品”。

在张本钟看来，劳动保护用品的发放和

管理必须坚持“谁用工，谁负责”的原则。他

表示，企业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安全生

产需要企业投入成本、承担风险，企业安全

生产管理责任不可推卸。规避安全生产风

险、逃避安全生产责任，是对职工劳动权益

和生命安全的罔顾。

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一级律师、华

侨大学法学院硕士生导师张照东呼吁，用人

单位应当遵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帽等特

种劳动防护用品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建

立完善劳动保护用品的采购、验收、发放、使

用、更换、报废等规章制度和管理台账，确保

劳动保护用品的质量符合安全生产的要求。

劳动监察部门应加强检查

安全帽虽小，却装着企业的良心。

张本钟建议，劳动监察等部门应当加

强监督检查，以行政约谈、立案查处、媒体

曝光等方式进行警示教育，倒逼用人单位

依法自律。

此外，张照东建议监管部门将企业安

全帽发放和工人使用安全帽情况，纳入安

全生产等相关行政许可的审查内容，让安

全帽这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成为规范

企业经营管理的“大事”，督促企业切实履

行法定义务。

他鼓励劳动者认清企业发放安全帽补

贴、收取安全帽押金的违法属性，增强维权

意识，努力通过法律渠道为自己争取头顶上

的权益。

两年前，因为一条“脆皮安全帽”的视

频，勇于维护自己权益的建筑工人窦师傅意

外走红网络。如今，在青岛当泥瓦工的窦师

傅告诉记者，他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工人头顶

的安全，期待安全帽的质量越来越好。

（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工人头顶的安全，该谁“买单”⑤

安全帽生产、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隐患，与生产企业、检验机构、监管部门、用人单位对

安全帽不够“走心”密切相关。专业人士呼吁各方把“戴好安全帽”当作安全生产中的“大

事”来抓，确保工人头顶的安全。

阅 读 提 示

上图：8月3日，在合肥市瑶海区大兴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健康小屋，社区
医生在指导居民进行自我健康检测。

左图：社区医生送患者走出诊室。
近年来，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建立瑶海区与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医联体，医

联体包括检验中心、中心药房、社区云诊室、名医工作室、远程会诊中心等，推动药
品耗材统一采购配送、检验检查统一价格、及时开展远程会诊，进一步改善了医疗
条件，提高了诊疗服务水平。 新华社发（解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