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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两会聚焦两会聚焦
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④

G 两会聚焦
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进行时

G 一线代表委员心声

本报北京3月 9日电（记者王维砚

尹雪梅）“2018 年拿到焊工高级技师后，

成长通道就‘到头’了。”今天，1984 年出

生的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华源锅炉有限

公司管子车间焊接工齐玉祥用自己的故

事呼吁畅通技术工人成长通道。这也是

许多一线代表委员的关切与呼吁，建立

“新八级工”制度，让工人沿着技能阶梯

“步步高升”，重塑荣光。

近年来，我国技术工人的职业发展

评价一直是五级，即初级工、中级工、高

级工、技师和高级技师，是大多数一线工

人成长的全部阶梯。这也让不少技能人

才遭遇了成长“天花板”。

今年初，人社部在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我国正在探索建立增加学徒工、特级

技师和首席技师的“新八级工”制度。

2021 年，企业新型学徒制在全国推

广，在初级工之前设学徒工。此后又推

出特级技师试点，一些央企也开始试点

评首席技师。目前，山东、福建等地已

评出一批特级技师。

“以前‘八级工’的工资比厂长还

要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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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

说。“八级工”是我国上世纪 50年代～

80 年代执行的工资制度，按劳动复杂

程度和技术熟练程度将工资分为八个

等级。

（下转第 3版）

畅通技能人才成长通道 唱响工人伟大劳动光荣

代表委员呼吁建立“新八级工”制度

随着科技不断发展，一些高科技新设备在今年
全国两会上大显身手。AR智能眼镜、5G+8K+AI融媒
体展示平台、5G全息成像……高科技设备让两会更
加精彩。

同时，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与科技相关的话
题，在两会上也引起许多代表委员热议。

右图：记者会上展示的VR眼镜。
下图：位于梅地亚新闻中心的高清摄像头和高

清LED屏，可以连接北京人民大会堂主会场。
本报记者 杨登峰 摄

两会高科技

本报北京3月9日电（记者卢越 尹

雪梅）“有的公司要求全员参加技能培训，

就有人抱怨占用时间。改成自愿参加后，

差不多走了一半。”今天，全国人大代表、

成渝钒钛科技有限公司炼钢厂转炉车间

副主任江勇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

时说，“职工不愿意参加培训，反映的是培

养技术工人的理念和方式还需改善。”

江勇代表的这番话，引发全国人大

代表、山东港口集团青岛港前湾集装箱

码头有限责任公司工程技术部固机高级

经理许振超的共鸣：“不少人认为技术工

人参加技能培训，是不安于一线工作的

表现。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很多人丧

失了主动磨炼技能的积极性。”

当前，以职业技能培训深入推进产业

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力度持续加大。围绕

培养新时代产业工人，代表委员建言献策。

“要把职业道德的相关内容融入培训

全过程，弘扬职业精神，让技术工人获得

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尊重。”许振超代表曾

到不少技工院校调研，了解到一些学校

对职业道德的培训还不够。“爱岗敬业、

精益求精，这是任何行业都需要的职业

素养。缺乏这些，既学不好也干不好。”

全国人大代表、航空工业陕飞部件

厂铆装钳工赵平每年给徒弟们上的第一

课，就是讲工匠精神，“我告诉他们，进厂

后就要立志当大国工匠，尊重劳动，崇尚

技能。”通过传帮带，一大批年轻工人成

长为飞机生产线上的技术骨干。

赵平代表走访了几家企业，也与职

工交流过。他发现，一些企业的培训主

体责任没有压实。“搞培训不能只是为了

完成任务。”赵平代表说，“对于新入职的

年轻工人，企业要通过培训帮助他们迅

速转变为思维，快速适应工作。还要形

成一套完善的培训机制，让职工实现从

‘让我学’到‘我要学’‘要学好’转变。”

“一些企业开展培训走过场，搞‘大

水漫灌’。我建议要‘因材施教’，分级培

训。”江勇代表以自己所在企业的探索为

例说，“我们开展首席专家培训，针对底

子较弱的职工开设‘雏鹰班’，针对基础

好的开设‘强化班’，不搞‘填鸭式’，让职

工把每个知识点学懂吃透。”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石化集团公司

技能大师、茂名石化首席技师张恒珍建

议，细化培训激励措施，制定职业发展规

划，让每位职工积极参与到提升技能的

学习培训中。

强制培训积极性不高，改自愿参加后走了一半。代表委员热议——

职工技能培训“遇冷”怎么办？

本报记者 张菁 陈晓燕

“完善灵活就业社会保障政策，开

展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政府

工作报告中的这句话，触动了全国人大

代表、上海熊猫机械（集团）有限公司采

购经理李丰内心一直以来的一个想法，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受伤了、病了、老了，

怎么办？”

近年来，风里来雨里去的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是社会各界的牵挂，在今年

全国两会上，他们的权益保障问题再

次成为讨论热点。代表委员们建议，

要不断完善社会保障政策，真正撑起

“防护伞”，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遮风

挡雨”。

期待一份可抵御风险的保障

作为一名基层代表，李丰始终关注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这一群体，多次把他

们的声音带到全国两会上。

“外卖小哥最怕在送餐路上发生事故，

误工、就医、赔偿，一个月就白干了。”说起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社会保险参保现状，

李丰代表说，“他们在就业地有社保不多。”

“现行社会保险制度仍因循传统劳动

关系。”全国政协委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保险学院副

院长孙洁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若与平台

没有劳动关系，就无法在就业地参加城镇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当前，有参保意愿的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一般选择在户籍地缴纳城乡居民社会保

险。孙洁委员表示，这种保险保费偏低、保

障水平有限。如果不在户籍地就业，实际

上难以真正享受医保待遇。（下转第 3版）

代表委员建议完善灵活就业社保政策，实现应保尽保

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撑起“防护伞”

本报北京3月 9日电（记者郑莉 朱欣）中

华全国总工会日前印发意见，在全国范围启动

“中国梦·劳动美——喜迎二十大 建功新时

代”主题宣传教育，进一步加强产业工人队伍思

想政治引领，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

的政治和社会氛围。

2022 年，中国共产党将召开第二十次全国

代表大会，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

事。意见强调，各级工会要聚焦迎接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这条主线，把忠诚拥护“两个确立”、

自觉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根本政治要求。要坚

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职工，用先进文化培育

职工，用正确舆论引导职工，用高尚精神塑造职

工，用优秀作品鼓舞职工，用真诚服务赢得职

工，引领广大产业工人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拥戴核心、

忠诚核心、维护核心、看齐核心，在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充分发挥工人阶级

主力军作用。

意见从 8个方面明确了主题宣传教育的重

点任务，要求各级工会要持续深入抓好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宣传贯彻，深

入工厂车间、生产一线、发展前沿开展宣传宣讲，

运用劳模宣讲、演讲比赛、阅读诵读等方式，讲好

新时代的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

标志性成果，讲足伟大成就、讲清形势任务、讲明

发展前景，不断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

同、情感认同。要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深化“四史”宣传教育，用好红色工运资源，引导

广大产业工人坚定历史自信、激发奋进力量。要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引导广

大产业工人在劳动创造幸福、奋斗成就梦想中升

华人生价值，展现主人翁风采。要做大做强新闻

舆论宣传，着力加强对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和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宣传引导，大力宣传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产业工人的关心

关爱，宣传产业工人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突出

作用。要打造健康文明、昂扬向上、全员参与的

职工文化，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群众性文化体育

活动之中。要加强网上思想政治引领，及时了解

产业工人思想动态，做好网上主题宣传，加强网

上互动交流，构建网上精神家园。要切实维护劳

动领域意识形态安全，着力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

系，推动“五个坚决”要求落实落地。

值得关注的是，意见要求各级工会要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常态化，围

绕就业创业、劳动报酬、休息休假、社会保险、职业安全等产业工人关心关注的实际问

题，努力为广大产业工人提供普惠性、常态性、精准性服务。同时，深入开展“工会进

万家”调研走访慰问活动、赴基层蹲点工作等，重视新冠肺炎疫情对劳动关系的冲击、

对产业工人权益的影响，加大维权服务力度，帮助产业工人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意见还要求，各级工会要把做好产业工人思想政治引领作为落实党建工作责

任制和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重要任务，创新方式方法，注重实际效果，把主题宣

传教育工作做实做细做好，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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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9日上午，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一间会议室，检察人员正聚精会神地通过视
频连线的方式旁听一代表团审议两高报告。 本报记者 杨登峰 摄

本报记者 王群

【声音】“要进一步完善工匠培育
机制，发挥大型央企办学的特色和优
势，鼓励大型企业办好企业大学。”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95 后”全国

人大代表、中建五局总承包公司项目

质量总监邹彬建议：“要进一步完善工

匠培育机制，发挥国有大型央企办学特

色和优势，鼓励大型企业办好企业大

学，同时引导职业院校积极参与技术技

能人才培养培训，培养培育好门类齐全

体系完备的‘专精特新’工匠人才。”

从泥瓦工成长为大国工匠，邹彬

深刻认识到，企业发展与员工成长

密不可分，企业只有为员工构筑全面

发展的良好环境，员工才能更快成长

成才，为企业发展注入源动力。

邹彬认为，企业要实施质量兴

企战略、员工赋能计划、专业精进行

动，政府也应进一步落实企业办校

的相关激励政策，要进一步完善技

工等级晋升制度、职业技能等级认

定政策，建立学历、技能证书互认制

度，加大对工匠人才的权益保障。

同时，提高工匠人才的公共服务水

平，进一步营造发扬工匠精神的良

好氛围。

鼓励大型企业办好企业大学

最高检“旁听”两会

新华社记者

早春时节，近 5000 名代表委员汇集

首都北京，共赴一场春天的盛会。来自

天南海北、身处各行各业，他们带来人民

群众最真诚的嘱托和期盼。

这些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亿万

人民战贫、抗疫、反腐、铸魂……气吞山

河的史诗画卷中，记录下一处处乡村的

旧貌新颜，一个个群体的命运转折，一片

片土地的沧桑巨变。

明媚的春光中，代表委员们捎来了

人民群众对总书记的心意——“总书记，

乡亲们非常想念您！”

“总书记给我们当家当得好，
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了”

“石拔三大姐现在就像重生的梨树，

真好看。”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石红

端详着参会期间收到的一张照片，高兴

地说。

照片上，十八洞村梨子寨村民石拔

三站在自家堂屋中间，抬头笑着，落落大

方地招呼游客。

梨子寨得名于一株枝繁叶茂、有着

200 多年树龄的梨树。现在村里最出名

的是“大姐”石拔三。

2013 年 11 月 3 日，十八洞村梨子寨

村民院坝的前坪上，面对围坐在身边的

父老乡亲，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了

“精准扶贫”理念。

石拔三家是总书记在村里走访的第

一家。

“怎么称呼您？”

问的人正是石拔三。她没出过深

山，没上过学，家里没有电视，认不出总

书记。

总书记亲切地回答：“我是人民的勤

务员。”

得知石拔三 64岁了，总书记说：“你

是大姐。”

从那天起，石拔三牢牢记住了这个

“勤务员”。

十八洞村是石红的精准扶贫联系点

之一，因此她常去。2016 年，她第一次

见到石拔三。此后，她们每年都见面。

石拔三也叫石拔哑，“拔三”意为家

里排行第三的女儿。在石拔三人生的前

60 多年，她像一个沉默的影子，很少说

话，也不爱抬头。年纪大了，她弯了腰，

走在人群里都看不见。

总书记的到来，唤醒了这个沉睡在

贫困中的小山村，也让石拔三的命运天

翻地覆。

（下转第 3版）

“总书记，乡亲们非常想念您！”
——两会代表委员带来各地人民对总书记的心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