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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条“10岁男孩汗流浃背帮妈妈干农活”的视频

被各大网站转载，引得大家纷纷点赞。

视频显示，6月18日，在河南商丘，一个小男孩顶着烈

日，托着长长的水管在收割后的麦地上向前跑去，小小的脊

背大汗淋漓。男孩说，爸爸没在家，妈妈干活太累，自己要

帮妈妈干活。

评论区里的一些大城市的“老母亲”很羡慕这位姓谢的

妈妈。她们正因“神兽”居家而备受折磨：孩子们将旺盛的

精力放肆挥洒，将家里弄得鸡飞狗跳一片狼藉，终至“母子

相见分外眼红”。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视频里的谢女士还说，儿子在

地里劳动后更懂得了学习的重要，再三表示要好好学习。

当城市里的许多妈妈煞费苦心地在考虑究竟是要买一

只小鸡来养，还是买一个收纳箱来让孩子学整理，以便让他

们体会劳动的辛苦、理解劳动的意义、更好地成长的时候，

谢女士一家已经润物无声地让孩子变成了其他妈妈眼中

“别人家的娃”。

大多数人在羡慕“别人家的娃”的时候，却没看清楚别

人家的家长是如何教育娃的。

谢女士家里一共有 5 亩地，她的丈夫是一名货车司

机。老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谢女士和丈夫以劳动创造

自己的幸福，他们那么勤奋与辛苦肯定被孩子看在眼里，所

以他才那么懂事。

是家长身体力行的劳动教育了孩子。

劳动教育是这两年的教育热词。为了引导孩子们树立

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崇尚劳动、尊重劳动，养成良好的劳动习

惯，2020年教育部印发的《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

行）》规定，中小学劳动教育课平均每周不少于1课时。今年

“五一”刚过，教育部又新印发了《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

标准（2022年版）》，其中增设了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

劳动能够塑造人，这一点不言而喻。可是在人们根深

蒂固的教育观念里面，教育似乎更多与“知识、文化”相关，

而与“劳动”无关。与升学考试无涉的劳动教育，更多地成

了“任务”。

这条视频给有这种想法的人上了生动的一课。

因为孩子懂了父母劳动的辛苦，所以愿意忍受烈日骄阳

帮妈妈干农活，体会了干农活的辛苦后，更加懂得努力学习的

重要。这是劳动教育在一个10岁孩子身上起到了良好效果。

不知道谢女士和丈夫在平日的生活里是否对孩子进行

“劳动说教”，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作为劳动人民一员的他

们，用自己生活中的每一天给孩子树立了一个榜样，这种润

物无声的方式最能滋养孩子的成长。

也许我们没有需要浇灌的田野，也不用常年奔波在

外。我们的劳动也不像农民那样具体可感，像司机那样显

而易见；虽然劳动的形式不同，意义却相似。我们都是劳动

者，我们当然也可以让孩子在平常的生活中理解劳动的意

义，收获更好地成长。

总之，劳动者不该把劳动教育当成一种任务，那是一种

自然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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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新规明确对建筑工人实行柔性管理、定期健康体检

清退超龄农民工避免一刀切
工人希望在更多行业和岗位能够实行类似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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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岁娃帮忙干农活：

一堂生动的劳动教育课

本报讯（记者田国垒 通讯员葛红普）连

日来，山东出现了大范围 37℃以上高温天

气。近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委办、省减灾委

办发布紧急通知要求，高温超过 37℃以上的

地区，要减少户外作业，采取防暑措施，合理

安排作业时间。

山东要求，全省各地及相关部门及时跟

踪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必要时果断启动熔

断机制。高温红色预警发布后，要停止户外

露天作业，停止高处、受限空间、动火等户外

作业，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合理安排生产运营，

防范因用电过高，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

荷过大引发火灾。

山东明确，全省各级卫生健康、工业和信

息化、交通运输、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要加

强预警提示，强化对企业和室外作业现场防暑

降温措施的监督检查，督促企事业单位落实防

护措施，确保劳动者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文化和旅游部门要督促各旅游企业全面

做好高温天气下旅游安全预防工作。教育部

门要督促教育机构加强对青少年、儿童的安

全教育，严防溺水事件发生。农业农村部门

要指导种植、养殖户做好防火工作。公安部

门要暂停或取消高温时段的室外大型活动

和群众集会。

民政部门要重点对辖区内养老机构和

高龄、独居、困难老人进行走访，帮助解决高

温天气带来的生活困难。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门要组织对城市主要道路增加洒水频次，

加强施工工地防暑降温检查，严防工地中暑

事件发生。卫生健康部门要做好医疗卫生应

急准备，充实急诊力量，加强防暑药品储备。

供水供电单位要做好居民用水、用电高峰期

保障及设备故障抢修准备工作。

山东全省各生产经营单位要加强生产工

作现场通风降温，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防止工

人高温中暑。

山东要求高温红色预警下停止户外露天作业
应采取防暑措施，合理安排作业时间

本报合肥6月23日电（记者陈华 唐姝）

部分地区针对建筑业超龄农民工执行强制清

退令，引发了社会上对这一群体何去何从的

广泛关注。对此，安徽省住建厅下发通知，明

确提出建筑行业清退超龄农民工要避免一刀

切。今天，记者来到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的凌

大塘临工集散中心进行采访，部分农民工表

示欢迎此政策的同时，希望在更多行业更多

岗位能够实行类似政策。

在 6月 16日下发的这则要求建立长效机

制切实保障建筑行业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

通知中，安徽省住建厅要求，各地要实行柔性

用工管理，分岗位确定用工年龄，避免建筑行

业清退超龄农民工一刀切，并对超龄工人定

期进行健康检查、加强安全教育。

凌大塘临工集散中心是当地知名的农民

工集散地，在等活的农民工中，五六十岁的并

不少见。62岁的合肥长丰人袁师傅告诉记者，

他从不挑活，保洁、室内装修、清理建筑垃圾等

各种杂活，自己都干过。雇主更愿意挑选年轻

的，“像我这样的年龄有活干就不错了”。

来 自 阜 阳 农 村 的 李 师 傅 今 年 刚 满 60

岁。由于身份证上登记的年龄比实际年龄大

了几岁，早在两年前，他就被施工单位拒绝

过。不仅如此，他在应聘保安岗位时也遇到

了“卡年龄”的情况。

“他们担心年纪大容易突发疾病，但我每

年都体检，身体好着哩！”李师傅觉得自己明

明还能干得动，并不想那么早就回老家休

息。另一方面，增加收入、为子女减轻负担也

是摆在他眼前的现实压力。

超龄农民工逐步从工地退场也可能加剧

建筑行业“用工难”。据安徽同济建设集团工

会主席刘长丰介绍，建筑工人面临年龄断层，

一方面，年轻人不愿意进入或留在建筑业；另

一方面，部分工人因年龄较大无法再从事施

工作业，企业正在流失大批已有劳动力。

如何避免建筑行业清退超龄农民工一刀

切？刘长丰认为，应由政府牵头，针对建筑行

业特点，根据工种划分用工年龄。如涉及登

高作业、重体力劳动等工种，仍需要有严格的

年龄界限；而对于建筑业内勤岗位、部分管理

岗位等，年龄可适当放宽。

安徽昊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敏表示，目

前，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允许为超龄人员单

独缴纳工伤保险，建议施工单位能够单独缴

纳的，应及时缴纳。工程建设项目应按照整

个项目参加项目工伤险，先参保、后开工，可

为项目上的所有人员提供保障。

“此外，应对超龄人员做好入职健康体检，

工作中定期体检，安排他们在合适的岗位上工

作，保障超龄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胡敏说。

我从月亮山里来

本报讯（记者黄榆）近日，记者从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获悉，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百日行动”启动以来，

截止到目前，全省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1565.99万人。现

在全省就业工作进入新的阶段，以“进”防“退”，以“进”保

“稳”，不断巩固和扩大就业成果，确保云南省就业大局稳定。

云南今年对餐饮、零售、旅游、民航、公路水路铁路运输 5
个特困行业企业单位失业保险缴费部分予以一定期限的缓

缴。同时，继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全省已为参保

单位和个人减轻约 9.95亿元的失业保险缴费负担。

在加大投入力度保就业方面，云南省积极争取中央就业

补助资金超过 30亿元，落实各项稳保就业政策措施。1~5月，

全省城镇新增就业 26.67 万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7.85 万

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5.82万人。

在实施企业稳岗支持方面，该省通过继续实施失业保险

稳岗返还政策，拓宽技能提升补贴受益范围，加大继续实施职

业培训补贴政策，发放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大力支持职业技

能培训，延续实施降低失业保险费率和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

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政策，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截至 5 月

底，已向 3.62万户企业发放稳岗返还资金 4.62亿元，50%以上

的参保单位享受了稳岗返还政策。

在支持创业带动就业方面，云南省通过落实“贷免扶补”、

创业担保贷款扶持政策，全力支持返乡农民工等 10类重点群

体实现创业就业，帮助劳动者多渠道就业。截至今年 5月底，

全省“贷免扶补”创业担保贷款共扶持创业 3.19 万人，发放贷

款 54.4亿元，带动（吸纳）就业 8.48万人。

云南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超1565万人

本报讯（记者王维砚）日前，国新办举行

困难群众帮扶有关工作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

会。会上，人社部副部长李忠介绍说，今年

1~5 月，帮扶失业人员再就业 196 万人，就业

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68万人，截至 5月底，全国

脱贫劳动力务工规模达到 3133万人。

对于困难群众求职就业的帮扶，人社部

重点采取了四方面强化措施：

强化困难人员就业援助。健全就业援

助制度，畅通线上线下失业登记渠道，及时

将就业困难人员纳入援助范围。开展就业

援助月等专项活动，提供一对一精准服务。

对通过市场渠道难以就业的，运用公益性岗

位兜底安置。

强化困难毕业生重点帮扶。坚持把脱

贫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以及有残疾

的、较长时间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作为重点

帮扶对象，实施一人一档、一人一策专项服

务，优先推荐岗位，优先组织见习，同等条件

下优先录用，多措并举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强化脱贫人口稳岗就业。深化东西部

劳务协作，大力培育劳务品牌，积极拓宽脱

贫人口务工渠道，充分发挥就业帮扶车间等

载体作用，为脱贫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地就

近就业机会。健全就业服务、技能培训、权

益维护“三位一体”工作机制，促进脱贫人口

就业增收。

强化其他困难群体统筹就业。全面落

实残疾人按比例就业制度，加强大龄劳动者

就业帮扶和权益维护，扎实做好长江流域重

点水域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工作等，确保困难

群众就业有出路、生活有保障。

全国脱贫劳动力务工规模达到3133万人
帮扶困难群众求职就业，重点采取四方面强化措施

本报讯（记者于忠宁）“我国长期存在的

辍学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特别是‘三区三

州’等原深度贫困地区以前所未有力度狠抓

控辍保学，如四川凉山州劝返了 6 万余名辍

学学生，确保一个都不能少。”6月 21日，教育

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在教育部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说，2012~2021 年十年来，义务教

育阶段建档立卡脱贫家庭学生辍学实现动态

清零。

吕玉刚介绍，2012~2021 年，财政性义务

教育经费从 1.17 万亿元增加到 2.29 万亿元，

占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比例始终保持

在 50%以上。2015 年，在整合农村义务教育

经费保障机制和城市义务教育奖补政策的基

础上，建立起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

经费保障机制，生均公用经费标准经过多次

提标，达到东中西部统一的小学 650元、初中

850元。

吕玉刚介绍，十年来我国始终坚持补短

板、兜底线，实施了“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

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等重大项目，中

央财政累计投入 4000 多亿元，带动地方投入

超 1 万亿元，着力解决“乡村弱、城镇挤”问

题，缩小城乡学校办学条件差距。

据了解，2012~2021 年，全国义务教育学

校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从 727 元增至 2285
元。义务教育基本办学条件得到显著改善，

危房、大通铺等问题基本解决。特别是许多

中西部农村地区学校办学条件实现质的飞

跃，“最好最安全的建筑在学校”得到群众

公认。

教师是立教之本，教育部坚持把教师

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吕玉刚介绍，十

年来，义务教育专任教师总数由 909 万增

至 1057 万，本科以上学历教师占比由 47.6%
提高至 77.7%，总体上满足了教育教学基本

需要。

同时，依法保障教师工资待遇，确保义务

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

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并通过“特岗计划”、公

费师范生、退休支教等多种渠道为中西部农

村补充了大量优质师资。建立教师交流轮岗

制度，推动优秀骨干教师向农村和薄弱学校

流动。强化了能力素质培训，“国培计划”累

计培训校长教师超过 1700 万人次，大幅提升

农村校长办学治校和农村教师教育教学水

平，“努力造就一支素质优良、甘于奉献、扎根

乡村的教师队伍”。

建 档 立 卡 脱 贫 家 庭 学 生 辍 学 实 现 动 态 清 零

我国长期存在的辍学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6月 22日，王仙桃在录制短视频，宣传
家乡的旅游。

王仙桃是贵州商学院应届毕业生。她
即将毕业回到家乡，进入位于贵州榕江县
计划乡加宜村的黔东南月亮山居民宿有限
公司工作。现在，王仙桃除了负责民宿的
日常运营管理，还在闲暇时间拍摄短视频，
宣传家乡的旅游。

“我是月亮山里长大的孩子，能回到家
乡就业我非常高兴，这几年随着乡村振兴
政策的实施，我的家乡已经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王仙桃说。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