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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友婷

深圳熟悉的“烟火味”回来了！

街头早餐铺前，恢复正常上班的市民早

早排起了队买早餐；菜市场各摊位前，是熙熙

攘攘的人群在讨价还价；工地现场，机器轰

鸣，塔吊林立，已然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3 月 14 日至 20 日，广东省深圳市这座约

2000 万人的超大城市，按下了“慢行键”，停

止一切非必要流动、活动。期间启动全市全

员核酸检测，以“慢生活”实现“快严控”。

经过全市三轮大批量核酸检测，深圳成

功遏制了疫情扩散蔓延势头，全市疫情形势

总体可控、不断向好。如今，深圳已恢复正

常工作秩序和生产经营，公交、地铁等公共

交通恢复运行。熟悉的“深圳速度”正在全

面“返场”。

“怀念爬楼送餐的日子”

3月 29日，头上戴着头盔，身穿骑手服的

田猛，骑着多处贴着彩色足球卡通贴纸的外

卖电车，哼着小曲，穿梭于深圳宝安西乡大街

小巷。“路上车水马龙，行人道上路人步履匆

匆，为着自己的小日子奋斗，多好！”

出生于 1990年的田猛，是宝安固戍片区

的一名美团外卖骑手。深圳按下“慢行键”期

间，他仍正常上班，为居民提供基本的生活物

资保障。

“大家都居家待着，而有出入证的骑手可

以正常出入，为居民配送物资。”那段时间，田

猛看到热闹的街区变得安静，只希望疫情尽

快过去。“路上基本没有行人，也没有车，很冷

清。街边商铺很多也没有营业，只有一些菜

市场还开着。”

疫情波动期，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接触保

障安全，深圳全城的快递、外卖全面实行无接

触配送。骑手们把物资、餐品等放在小区门

口或者取餐柜里，用户再前往拿取。

“停止堂食，商家出餐快；无接触配送，把

餐品放货架上，无需上楼，对骑手来说真的很

方便。”田猛直言，然而他不喜欢这样的“方

便”，特别怀念爬 7层楼将餐品亲自交到顾客

手中，并说上一句“祝您用餐愉快”的日子；也

怀念看到商家忙得不可开交的情景。

田猛认为，送外卖的时候，最开心的就是

说出“祝你用餐愉快”的那一刻，因为他不仅

又完成了一单，还帮一个人解决了吃饭问

题。而将餐品直接放在货架上，他认为没有

了原本的温度。

“疫情形势好转，公交车、地铁恢复运行

了，大家又可以出门上班赚钱了，都特别高

兴。”深圳恢复正常工作秩序和生产经营后，

站在村口，田猛留意到，几乎每个人脸上都洋

溢着笑容。在他看来，这才是这座年轻城市

该有的样子。

深圳市统计局数字显示，2021 年，深圳

市地区生产总值 30664 亿元，其中第三产业

占比近三分之二，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257亿元，支出 4570亿元。“深圳速度”重现，

对于整个大湾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将起到

至关重要的作用。

“终于有活儿干了”

3 月 21 日，中建三局二公司华南公司深

业云筑一期项目拿到了准予复工通知书。得

到通知后，项目 700 多名工友欢呼雀跃：“终

于有活儿干了！”

记者了解到，为筑牢疫情防线，该项目租

赁通勤大巴接送工友上下班，分批进场，零散

人员不允许进入项目部；同时在生活区和施

工区出入口均设置管理人员 24小时值守。

清晨 7 点不到，水电工人陈邦就从宿舍

出来，看到不少工友已早早等候在停靠在生

活区的巴士上。“都不用召集，大家很自觉比

规定时间还早出来，都希望早点到工地上去，

想干活了。”陈邦告诉《工人日报》记者，正如

工友们早就盼望着复工的心情一样，他也感

觉到精力充沛，准备好了再次投入到工作中。

“每天在宿舍，睡觉、打牌、闲聊消磨时

间，心里很不安，希望疫情赶紧过去，尽快复

工。”回想起停工那段时间，陈邦直言，虽然项

目会发补助，但也仅够生活开支。而每个人

都有家庭，肯定压力不小。“出来打工就是为

了做事，为了赚钱养家糊口。”

“轰隆轰隆……”再次听到项目工地现场

熟悉的机器轰鸣声，陈邦感慨，此刻对他们而

言，这就是最悦耳的音乐了。

记者留意到，项目作业人员在各个作业

面加速工作，有的忙着绑扎钢筋，有的在浇筑

混凝土，还有的搭设架体、检查模板……每位

工友工作积极性都特别高，争取把停工期间

落下的进度赶回来。

“感觉更有人情味了”

3 月 21 日，是深圳恢复正常工作秩序和

生产经营首日。做完核酸检测的覃健平，拎

上他的工具箱，坐公交从深圳龙岗区大芬村

到龙华区客户家中安装油烟机。“复工首日，

就接到单了，特别高兴！”

出生于 1990年的覃健平是一名水电工，

2020 年从物业公司离职后，他就出来单干

了。“停工期间，基本没有单接，坐吃山空，压

力不小。”

休息了几天，覃健平重新思考了自己职

业规划，考虑是否应该重新回到公司上班，

这样生活能更稳定。他不需要负责接单前

后的沟通事宜，只需要处理好技术上的问

题。“感觉更有人情味了。”在覃健平看来，深

圳按下“慢行键”，7 天的“慢生活”之后，商

户、市民们心态也不一样了，褪去了浮躁，人

情味回归了。

3 月 27 日晚上 9 点，覃健平在龙华完成

一幅办公室挂画的安装后，乘坐一个多小时

的公交车回到龙岗大芬家中。然而，回到家

后他才发现钥匙找不到了。“已经 10点多了，

进不了门，今晚就没地方睡觉了。”于是，他再

次乘坐公交车，想返回客户店里找钥匙。

上了公交车后，他发现一个多小时前还

是 48小时的核酸，已变成 72小时了。乘务员

检查发现后，要求他下车。我解释了自己情

况，也告诉对方现在他下车没有 48 小时核

酸，无法乘坐公共交通去任何地方，也做不了

核酸。

“我看到了规定之下的人性化一面，兼顾

情理，更有温度。”经过一番沟通后，覃健平得

以继续乘坐这一趟公交车。

经过全市三轮大批量核酸检测，深圳已恢复正常工作秩序

“深圳速度”正在全面“返场”

民 声G

舒年

最近热映的电视剧《我们的婚姻》中有这样一个情

节，因为妻子重返职场，佟大为饰演的男主角盛江川不得

不带着女儿一起出差，却遇到了如厕难题。在火车站里，

女儿尚且能勉强自己独立去女厕所，但父亲却不得不一

路忍受，因为自己去男厕如厕的话，就无人照顾女儿。同

样的尴尬，在现实生活中，带男孩出行的母亲也会遇到。

有人说，这只是少了一个第三卫生间的问题，其实，

问题不只局限于一个卫生间。近期，有媒体报道建议，城

市设计中应当考虑到“她视角”，一些城市公共空间设计

对女性和儿童不够友好，比如母婴室和无性别卫生间的

不足，比如公园内缺乏家庭活动空间等。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视角再扩大一点，“她”可以是女

儿，可以是母亲，也可以是老人，覆盖“全龄”。从女性友

好、儿童友好扩大到全龄友好，换言之，这个问题可以归

结为，城市公共空间设计，能否考虑到全年龄段人群的需

求，最终提升城市公共空间的家庭友好程度。

城市公共空间设计要以人为核心，因为城市公共空

间，最终要服务于一个个不同的人、一个个具体的家庭。

正因如此，不论是公共空间的硬件设施还是使用政策，都

要考虑到女性、儿童和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和特殊困难，公

共空间的设计师、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多是中青

年群体，不能以中青年群体的视角来设计公共空间、制定

公共政策，而要以不同家庭成员的视角来看待它们。举

个简单的例子，同样是楼梯或电梯的空间，如果使用者是

怀抱婴儿、推着婴儿车、受伤拄拐、乘坐轮椅，他们该怎么

更便捷地使用这一空间？或者说，提供给孕妇家庭或携

带婴儿家庭的无障碍设施，不能仅存在于妇幼医院，因为

这些群体可能出现在公共空间的任何一个地方。

现阶段，国内已经有城市开始在公共空间的女性友

好和儿童友好方面做出探索。比如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康

巴什区提出了建设女性和儿童友好型城市三年行动计

划，行动计划中不乏诸多公共空间上的设计细节。比如

公共交通工具车厢的吊环和座位，考虑到男女和儿童的

身高差异。这样的设计需求，其实是共性的，在公交车和

城市轨道交通上，有多少孩子能够抓紧的“固定物”，只能

是父母的大腿？

目前，已经有一些城市在公共空间的设计上、公共政

策的制定上做出了有益探索，期待这样的探索能够形成

经验，最终形成较为完善的设计标准和可供施行的建设

机制，让每一个年龄段的市民、让每一个家庭，都能感觉

到公共空间对其的友好。

城市公共空间
要做到家庭友好

本报记者 李丰

“这里都是装修好的现房，能拎包入住，

真的太方便了，一定会帮助企业留下技能人

才。”3 月 30 日，在贵州省贵阳市高新区管委

会的带领下，该市多家企业来到太阳湖人才

小镇进行选房，良好的居住环境和便利的入

住条件引来了不少企业家的称赞。

近年来，贵阳市坚持“不拘一格、创新开

放”的技能人才工作理念，以深化产教融合

“新路径”、统筹推进职业技能培训提升、优化

综合发展环境为抓手，大力加强技能人才队

伍建设，为该市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能

人才支撑。

使技能人才住有所居

贵阳市现有技能人才总量达 36.34 万

人。近年来该市提出，到 2025 年前，依据全

市产业发展现状、特色、规划定位，建成 10个

不同主题的特色人才小镇。所建小镇专门配

套创业就业优惠政策，吸引人才聚集。同时

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

房制度，使技能人才住有所居、心有所安。

“只要技能等级高，一线工人也有机会入

住人才小镇享受待遇。”采访中，贵阳市委组

织部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该市目前按照

高层次及急需紧缺人才认定分类目录，将人

才类别分为专业技术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

才、技能人才、先进模范四个大类 A 至 G 共 7
个层次 200 余小类，采取行业主管部门直接

认定+委托综合评定的方式，发挥政府、市

场、专业组织、用人单位等多元评价主体作

用，破除论资排辈等陈旧观念，推动人才“帽

子”和人才称号回归本质。

同时，贵阳市还充分借鉴贵阳市管理人

才公寓的主体思路及各地酒店式、公寓式运

营经验，对人才小镇人才公寓采取委托代管

模式，通过委托第三方专门运营管理机构，同

步探索建立智能化一体化运营管理平台，实

现合同管理、租金缴纳、物业报修、资料储存

等功能，实行动态管理，确保人才住房公开透

明、严格监管。目前，贵阳市正在积极制定具

体的人才引进政策，拟从住房购房优惠、创业

就业扶持、产业构建配套等方面促进人才小

镇均衡发展。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南明

区等地发挥集群功能，围绕人才在就学就医、

住房保障、生活服务上遇到的具体困难，解决

实际问题，树立产才融合的理念，突出产业引

才，努力实现“引进一个人才、带来一个团队、

催生一个产业、培育一个新增长点”。

领到实打实的奖励

“我是实打实领到了 5万元的奖励，这对

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贵州轮胎厂主任工程

师郑刚告诉记者，去年他被评为贵阳市首席

技师后，领到了真金白银的补贴，并且还拿到

了人才绿卡。

去年以来，贵阳市连出组合拳“内留外

引”，吸引技能人才落户贵阳。贵阳市委组织

部人才工作处负责人介绍说，“到 2025年，该

市人才总量要达到 160 万人以上，提高人才

增量在城区新增人口中的占比。为此贵阳制

定了人才工作考核办法，建强调度、协调、督

查、考核工作机制，以月保季、以季保年，推动

各项指标任务完成。”

在贵阳，该市在制造业企业中推进全面

建立首席技师制度，对在支柱产业、重点产业

和新兴产业企业生产、服务一线岗位直接从

事技术技能工作的高技能人才中被评定为

“贵阳市首席技师”的，给予 5万元奖励，并享

受贵阳市高层次人才服务绿卡及相关待遇。

同时，该市先后出台《关于开展全国百家城市

技能振兴专项活动的实施意见》《贵阳培养和

引进高技能人才补贴奖励办法》《贵阳市职业

技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19-2021 年）》等

系列政策，对引进高技能人才的企业及对企

业新培养的高技能人才实施奖励。

“就连企业出去招揽人才，不但不花钱，

还有补贴。”贵州吉利发动机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介绍说，贵阳市加大了对企业引进高技

能人才支持力度。企业凡是参加省市统一组

织赴外引才活动的企业全额报销差旅费，按

高级技师 3000 元、技师 1000 元、高级工以及

其他特殊技能人才 500元的标准奖励现场签

约企业，人才实际到岗后，按上述标准同步给

予人才奖励

在贵阳市核心城区云岩区，今年集中打

造了中高端商贸人才培养基地、基层医疗人

才培养基地、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国际化

人才培养基地、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基地，以

及 3 个“大国工匠”孵化工作室，分别从中高

端商贸、大数据、医疗卫生、创新创业、传统

工艺等方面推动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

技能人才的集聚，培养与产业需求高度切合

的行业人才。

贵州省贵阳市“给房子”“给奖励”“建基地”，打造技能人才“蓄水池”

让一线技能工人心有所安

经过全市三轮大批量核酸检测，深

圳成功遏制了疫情扩散蔓延势头，全市

疫情形势总体可控、不断向好。如今，

深圳已恢复正常工作秩序，公交、地铁

等公共交通恢复运行。熟悉的“深圳速

度”正在全面“返场”。

阅 读 提 示

近日，由中铁十五局集团一公司承建的G541和平汉江大
桥项目水中桩基全部完成。该桥建成后，将连通汉江两岸，有
效解决陕西省紫阳县沿江两岸交通出行瓶颈。 毛玲 摄

网络直播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连日来，为提高脱贫群众创业积极性，山东省东

昌府区郑家镇实地了解在疫情之下中小微企业、农户面临的

困难，提出了“网络直播+脱贫户”的解困方案，开启“乡村振

兴，直播助农”专场活动计划。

他们积极调整发展思路，把重点放到老客户维护和新客

户引流上，加大线上直播销售力度，希望通过发挥中心优势，

帮助农户、中小微企业进行产品宣传，推广品牌产品，带动人

群消费，助推小门店特色产品的新发展。 （任雪英）

“健康普及”送到家门口
本报讯为弘扬志愿服务精神，中建路桥集团安阳房建项

目部于近日联合河南省安阳县卫健委、疾控中心和中医院，在

社区开展健康知识普及活动。

针对目前的疫情状况和常见疾病，志愿者协助医护人员

为前来咨询的市民群众答疑解惑，测量血压、血糖，并针对每

位居民检查情况进行一对一的健康指导，耐心地叮嘱他们的

日常注意事项；中医师细致地为居民把脉、舌诊，现场进行针

灸治疗，普及中医调理和预防保健养生知识，指导居民养成健

康生活方式和习惯。 （张群星）

本报讯（记者赖志凯）3 月 30 日，北京市

丰台区公布今年重要民生实事项目，将着重

围绕优化基本公共服务、改善群众居住条件、

提升生活便利性等 7 个方面，集中办好涉及

群众切身利益的 28项民生实事，突出解决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

在优化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为小学生提

供暑期托管服务，推进课后服务高质量、有特

色发展；建设养老家庭照护床位 200张；新增

10 个社区养老服务驿站、30 个老年餐桌，完

善养老助餐服务体系；为老年人提供上门医

疗护理 8000人次。

在改善群众居住条件方面，建设筹集各

类 政 策 性 住 房 6000 套（间），竣 工 9000 套

（间）；推进解决不少于 10000 套住宅房屋不

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实施老旧小区改造

不少于 30个、竣工 10个。

在营造良好城市环境方面，完成不少于

20 条无灯路段新建及补建工作；实施新一轮

百万亩造林 2600 亩，建设 2 处全龄友好型公

园，满足群众多元化休闲娱乐需求。

在保障公共安全方面，建成 1000 个微型

消防站、志愿消防队等自防自救力量；建成

1.5万个电动自行车安全充电设施接口，防范

化解火灾隐患。

在提高就业保障水平方面，推进不少于

1.2万名登记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确保城乡

“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解决万套不动产登记遗留问题，

确保城乡“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北京丰台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3月 31日，北京市西城区广内街道感化胡同内的一处“智能方——社区便民新生活中
心”。北京市“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后，该社区充分利用整治腾退出来的地下空间，将
原来1400平方米的小旅馆改造成了一处智能方·智慧社区第三空间，并引入了一系列的小
门店，为社区居民提供购物、寄存、家政、娱乐、理发等便民生活服务。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地下空间升级
改造服务惠民

4月1日拍摄的雄安郊野公园（无人机照片）。
雄安郊野公园即将正式亮相，将“城在林中，人在景中”的

意趣展现给游客。
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