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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两会聚焦
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②

新华社北京 3 月 7 日电 3 月 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巴基斯坦发生

严重恐怖袭击事件向巴基斯坦总统阿

尔维致慰问电。

习近平表示，惊悉贵国开普省白

沙瓦市发生严重恐怖袭击事件，造成重

大人员伤亡。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

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伤者

和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中方对

这一恐怖袭击事件予以强烈谴责，坚定

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为打击恐

怖主义、维护国家稳定、保护人民生

命安全所作努力。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此向

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致慰问电。

就巴基斯坦开普省严重恐怖袭击事件

习近平向巴基斯坦总统阿尔维致慰问电
李克强向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致慰问电

新华社北京3月 7日电（记者李砺

寒 梅常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日下午在出席十三届

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

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依法治军是我们党

建军治军的基本方式，是实现党在新时代

的强军目标的必然要求。要贯彻依法治

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

平，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会上，何雷、徐西盛、梁阳、蒋庆群、王

振国、高步明等6位代表分别发言，就完善

军事法规制度体系、做好军事斗争法理准

备、依法保障军人合法权益、加快国防科

技创新、推动国防动员创新发展等问题提

出意见和建议。

在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后，习近平发表

重要讲话。他指出，过去的一年，全军坚决

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指示，边斗争、

边备战、边建设，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

局，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习近平着重就贯彻依法治军战略作

了强调。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

央把依法治军纳入全面依法治国总盘子，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依法治军作出重

要部署，中央军委专门制定新形势下深入

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决定。经过这

些年不懈努力，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

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要贯彻依

法治军战略，这是党中央把握新时代建军

治军特点规律、从强军事业全局出发作出

的重要决策部署。

习近平强调，要全面把握依法治军战

略。要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着眼于

全面加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

式根本性转变，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

化水平。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持

战斗力标准，坚持建设中国特色军事法治

体系，坚持按照法治要求转变治军方式，

坚持从严治军铁律，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

个“关键少数”，坚持官兵主体地位，坚持

贯彻全面依法治国要求。

习近平指出，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是系

统工程，要统筹全局、突出重点，以重点突

破带动整体推进。要深化军事立法工作，

打好政策制度改革攻坚战，提高立法质

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

做好法规制度实施工作，落实联合作战法

规制度，深化依法治训、按纲施训，强化我

军建设规划计划刚性约束，严格依法加强

部队管理。要强化法规制度执行监督工

作，明晰责任主体和评估标准，健全监督

机制，严格责任追究，确保法规制度落地

见效。要加强涉外军事法治工作，统筹谋

划军事行动和法治斗争，健全军事领域涉

外法律法规，更好用法治维护国家利益。

习近平强调，要汇聚贯彻依法治军战

略强大合力。军委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

要认真履职尽责，法治工作机构要发挥好

职能作用，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指导和开

展工作。中央和国家机关、地方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强化国防意识，自觉履行法定的

国防建设职责，依法保障好军队建设、军

事行动和军人合法权益。

习近平最后强调，全军要抓紧抓实备

战打仗工作，协助地方做好维护社会大局

稳定工作，及时有效处置各种突发情况，

保持国家安全稳定，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

的各项任务。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

主席许其亮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

委员魏凤和、李作成、苗华、张升民参加

会议。

习近平在出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

贯彻依法治军战略 提高国防
和 军 队 建 设 法 治 化 水 平

3月7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
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本报记者 卢越 尹雪梅

“许多家长对职业教育还是有偏见。”在接受《工

人日报》记者采访时，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临沂市

技师学院机械装配与维修系主任夏兆纪，讲起一件

让他心里不是滋味的“小事”。

去年学院招生季接近尾声的一天，一名家长领

着孩子来报名。“高中没考上，来这儿真是没办法

了。”母亲满脸失落，言语中尽是无奈，一旁的少年一

言不发。

“还有家长一脸愁容当着我的面说，孩子考不上

高中，被‘分流’到职校怎么办。”夏兆纪感慨，“家长

的反应折射出偏见的根深蒂固。”

中考“普职分流”，一些家长担心“分流”变“分

层”。连日来，这一话题引发代表委员热议。

上职校不是低人一等

“长期以来，职业教育被看作是低人一等的教

育。”这两天，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上海

中华职教社常务副主任胡卫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

认为，这两年职业教育进入了快车道，但社会各界包

括广大学生家长的认同度不高。

“我们做调查发现，30.2%的家长不愿意自己

的孩子上职业学校。”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中央教

育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

院执行院长张志勇给出这一数据。不少家长对中

等职业教育有刻板印象，认为上职校是学习差没

办法，张志勇说，“上职校，不应是‘差生’不得已的

选择。”

2021 年 6 月，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初次提请全

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草案提出，职业教育与普

通教育地位同等重要。发展职业教育将推动培养数

以亿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在今年 2 月 23 日教育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也

表示，中等职业教育是高中阶段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

高中教育协调发展，既可以满足不同禀赋和潜能学生的学习需要，又能够提

供多样化的成长成才空间和通道。 （下转第 3版）

本报北京3月 7日电（记者王维砚

尹雪梅）“在涉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

动争议中，劳动关系认定是争议焦点，也

是挡在劳动者维权路上的‘第一道槛’。”

今天，本报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

保障的报道，在会场内外引发讨论。代

表委员建议明确企业主体责任，把好用

工入口关，尽快补齐法律短板，别让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困”在劳动关系认定上。

“我到底是谁的员工”，这一问题一直

困扰着“快递小哥”“外卖小哥”等从业者。

“以外卖员为例，A公司给他派单、B公

司给他投保、C公司给他发工资……把劳

动者的劳动关系‘转晕’了。”全国人大代

表、上海闵行区副区长刘艳在调研时发现，

除了“层层转包”，还有企业诱导外卖员注

册为个体工商户，使其失去“员工身份”。

“一些平台企业‘甩锅’设计层出不

穷，让劳动关系认定困难。”中国邮政集团

上海市邮区中心邮件接发员柴闪闪代表

了解到，仅外卖平台就有8种用工模式。

在用工链条长、主体多元、雇主“隐形”

的新业态领域，按传统“人身从属性、经济从

属性和组织从属性”标准认定劳动关系可能

“水土不服”。“剥开各种用工形式的‘外壳’，

可以看到劳动者与平台之间的清晰关系。”

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代表以外

卖员为例分析说，外卖员接受平台的考勤管

理，工资发放周期具有固定性，本质上还是

平台通过数据和算法对劳动者进行管理。

他认为，应明确平台企业的主体责任，严禁

诱导劳动者注册成个体工商户。

刘艳代表建议，对平台企业及相关

配套服务企业实行备案管理制，由人社

部门定期加强检查。同时，参照劳务派

遣模式，平台企业只进行一次用工“转

移”，配套企业不得再次转包。

确认劳动关系，是对劳动者最基本

的保护。法律界代表委员呼吁，给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明确的“法律身份”。

“我国现行劳动法体系构建在传统

就业模式的场景之上，用现行法律解决

新就业形态领域的实际问题，面临着理

论和实务双重困境。”北京金融法院法官

厉莉代表建议，尽快出台适应新就业形

态发展的劳动法律制度。

“我国劳动法在普遍保护劳动关系

的同时，也设立了专门章节对女职工和

未成年工给予特殊保护，这为劳动法保

护新业态劳动者提供了参考。”北京金台

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委员建议，尽快

修改劳动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

保障进行专章规定，将其作为特定职业

类型纳入劳动法保护范围，明确新业态

用工属于新型劳动关系。

代表委员呼吁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明确“法律身份”

“我到底是谁的员工”难题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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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两会聚焦
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进行时

据新华社北京 3月 7日电 全国

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 7 日上午在人

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

汪洋出席会议。12 名委员作大会发

言。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员 、国 务 院

副总理孙春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

长 黄 坤 明 ，以 及 中 共 中 央 、国 务 院

有 关 部 门 负 责 同 志 应 邀 到 会 听 取

发言。

葛慧君委员、王一鸣委员、王红

委员、高培勇委员、刘振东委员、

陈萌山委员、沈南鹏委员、黄震委

员、田沁鑫委员、魏明德委员、张

泽熙委员、孙东生委员先后作大

会发言。

会议由全国政协副主席邵鸿

主持。

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刘奇

葆、万钢、何厚铧、卢展工、马飚、

陈晓光、梁振英、李斌、巴特尔、汪

永清、何立峰、苏辉、郑建邦、辜胜

阻、刘新成、何维、高云龙出席会

议。

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
举 行 第 二 次 全 体 会 议

汪洋出席 12名委员作大会发言

本报记者 卢越

【声音】“进一步细化‘劳模大讲堂’
‘大国工匠进校园’等活动规则，赋予劳
模工匠校内或校外辅导员身份，确定其
权利和义务。”

“近期，一些大专院校在专业设置

上，增加了劳动教育的专业。用足用好

劳模工匠资源，是劳动教育的关键内

容。”全国人大代表、一汽解放大连柴油

机有限公司高级技师鹿新弟说，“要进

一步细化‘劳模大讲堂’‘大国工匠进校

园’等活动的规则，推动其由活动型向

制度型转变，健全管理制度，赋予劳模

工匠校内或校外辅导员身份，确定其权

利和义务。”

鹿新弟代表在调研中发现，长期以

来，很多劳模工匠和先进典型人物在

推动劳动教育过程中投入了大量劳

动，有精神层面的、技术层面的，也有

物质层面的。他建议，在弘扬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过程中，也

应尊重其劳动，发放劳动所得。可参

照其他领域的培训讲课的标准，给予

长期或短期的劳动报酬。

鹿新弟代表还提出，把参与劳动

教育情况作为评比的重要参考。“建

议把参与劳动教育情况作为评选五

一劳动奖章、劳动模范以及其他各种

涉劳领域先进的重要指标之一。”他

建议，“通过制度性规定，提高全社会

支持、参与、推动劳动教育的积极性，

持续培养一代又一代、各个层面的优

秀劳动者。”

劳动教育应用足用好劳模工匠资源

G 一线代表委员心声

本报记者 王维砚 尹雪梅

3 月 7 日 6 时，河南南阳，李悦睡眼

惺忪地起床，简单洗漱后就开始学习。5
天后，她就要参加教师资格证的笔试考

试。在此之前，她刚刚第二次考研失

利。去年从一所西部 211 院校毕业后，

李悦一直没有找到心仪的工作。

全国两会上，李悦们的就业烦恼牵动

着代表委员的心。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出，“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各地都要千方

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对高校毕业生“要

加强就业创业政策支持和不断线服务”。

据教育部统计数据，2022 年高校毕

业生数量将达到 1076 万，同比增加 167
万人，规模和增量均创历史新高。

代表委员建议，相关政策一定要靶

向命中难点问题，多方形成合力，落实落

细稳就业举措，共同做好“就业答卷”。

“00后”加入就业大军

今年，首批“00 后”本科毕业生正式

加入求职大军。

“很多‘00后’学生在求职过程中有自

己坚持的‘原则’。”全国政协委员、南通大

学校长施卫东说，很多“00后”对就业的期

望值较高。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工业大学校长乔

旭发现，在就业市场上，结构性矛盾依然

存在，一边是大学生就业难，另一边是向

专业技术人才抛出橄榄枝的中小企业、制

造业企业，对高校毕业生缺乏吸引力。

“当前，部分行业和企业生产经营状

况还没有恢复到疫情水平，就业市场用

人需求存在不确定性，部分中小企业吸

纳就业的能力下降，疫情对校园招聘也

有影响。”不少受访代表委员表示，与往

年相比，今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依

然严峻。 （下转第 3版）

提高政策瞄准率、靶向命中难点，代表委员支招——

落实落细政策做好“就业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