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倡导文明新风尚

自愿坚守岗位保障薪酬待遇、

就地休假过年保障基本生活、组织

技能培训提升员工本领、开展暖心

活动营造节日气氛……这个春节

假期，各地各部门出台政策，为选

择就地过年的务工人员落实落细

各项服务。

保障薪资待遇
发放留岗红包

“今年过节不回家，留在公司

挣 钱 花 ”“ 过 年 留 公 司 ，亲 情 不 会

减”……年前，人社部专门印发通

知，鼓励企业结合生产需要和劳动

者意愿，合理安排生产、切实保障

好就地过年务工人员的工资、休假

等合法权益。

主动留下、坚守岗位，服务企

业稳岗留工保运转。

“岗位需要，没啥好说的！”这

个春节假期，余旭高和 46 名家在外

地的圆通速递浙江天台分公司员

工选择留下。

“春节假期期间快递服务‘不

打烊’，我们一定要做好留守员工

的待遇保障工作。”天台圆通负责

人张爱勤说，春节前后，员工工资

都是加倍发放。

国家邮政局快递大数据平台

监 测 显 示 ，春 节 假 期 期 间（2 月 11
日至 17 日），全国邮政快递业累计

揽收和投递快递包裹 6.6 亿件，同

比增长 260%。

据 介 绍 ，为 做 好 春 节 保 供 工

作，邮政快递企业预先安排了超过

100 万名快递员以保障网络有效运

转。为了加强对留守一线的快递

小哥的关心关爱，各级邮政管理部

门指导企业落实假期调休和加班

工资等要求，切实保障快递员的合

法权益。开展走访慰问，为坚守一

线工作岗位的快递小哥送去新春

祝福，鼓励他们做好春节假期期间

寄递服务保障工作。同时，组织企

业总部通过开展集体过年活动、发

放春节礼包和生活物资等方式，使

春节留守的快递小哥同样体会到

“年味”。

顺 丰 数 据 显 示 ，春 节 假 期 期

间 顺 丰 快 递 小 哥 人 数 同 比 增 加

35% ，运 作 员 人 数 同 比 增 加 68% 。

“ 为 保 障 坚 守 岗 位 的 务 工 人 员 权

益，顺丰准备了节前大礼包、节中

特殊激励、节后返岗激励等红包，

其中加班工资 2.5 亿元，特殊激励

3.7 亿 元 。”顺 丰 速 运 有 关 负 责 人

介绍。

以岗留工、以薪留工，制造企

业保障待遇稳生产。

“ 订 单 多 得 很 ，公 司 福 利 也

好。这个春节，我们两口子就留在

了厂里上班。”来自湖北的郭金丝，

是阳光中科（福建）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的一名测试机工序长。郭金

丝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春节上班，

有基本工资，有加班工资，2 月 10
日至 16 日每日还有“留岗红包”，再

加上除夕的春节红包，“这个年，我

挣了不少呢！”

更让郭金丝欣喜的是，公司还

推出“带薪探亲假”福利——春节

假期每加班一天，就享有一定数量

的带薪探亲假。“这个春节我攒下

的探亲假，年内都能申请使用，还

能 报 销 往 返 车 票 ，真 不 错 。”郭 金

丝说。

阳光中科人事行政负责人魏

晓燕介绍，公司 209 名省外员工，有

174 人选择就地过年。“公司准备了

300 多万元的‘留岗红包’，其中政

府补贴近 100 万元。”

“春节期间，我们强化了医用

物资生产企业、生活必需品生产企

业等重点企业用工调度保障机制，

支持开展用工余缺调剂。”人社部

就业促进司有关负责人说，此外，

各级人社部门还根据需要开发了

一批消毒防疫、社区服务等临时性

岗 位 ，做 到 就 地 过 年 ，有 岗 位 、有

保障。

组织技能培训
鼓励假期充电

春节假期，有的企业生产不停

工，也有的企业选择休息。若企业

在春节假期期间停工停产，务工人

员的生活怎么办？

“春节假期，宿舍、三餐继续免

费 提 供 ，浴 室 等 公 共 设 施 照 常 开

放。”金桥焊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厂区的一纸通知给 1600 多名

留津过年的员工吃下了定心丸。

企业有行动，政府部门也有政

策礼包。其中天津、重庆、吉林等

地人社部门宣布，对安排外地员工

或者见习人员留下过年并符合要

求的企业，按照每人 300 元的标准，

由当地政府部门给予企业一次性

补贴，每户企业最高补贴 30 万元。

基本生活有了保障，过年还能

干些啥？

学技能！人社部宣布从 2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开展“迎新春 稳岗

留工送培训”专项活动，鼓励就地

休 假 和 留 岗 职 工 参 加 线 上 线 下

培训。

“年前是理论学习，正月初七

实操训练！”建科机械（天津）股份

有限公司职工岳山刚告诉记者，公

司第一时间响应政策号召，为留津

员工开办起了培训班。

据介绍，建科机械（天津）共有

非津籍员工 364人，自愿留厂过年的

超过 290 人。“我们提供了电工、焊

工、数控铣工 3 种培训课程，还为每

人准备了过年红包。”建科机械（天

津）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寇美红说。

“这个春节，只要你愿意学，既能

拿红包，又能免费提升自身技能水

平，为日后加薪做准备。”岳山刚说。

各地人社部门积极开展技能

培训，引导务工人员增长本领。上

海携手 10 家“互联网+职业技能培

训”线上培训平台，推出 200 多门免

费技能培训课程，涵盖物流仓储、

养老护理、烹饪等多领域；浙江温

州人社部门推出 100 场技能培训，

以“菜单式培训+跟进式服务”的模

式，让留温人员想学就能学；广东

中山分批为企业发放 2.8 亿元以工

代训、适岗培训补贴，鼓励务工人

员“假期充电”，提升技能……

慰问活动丰富
提供各种帮助

留 在 务 工 的 城 市 ，年 味 从 哪

儿来？

组织包饺子、看春晚、安排年

夜饭；送景区门票、电影票；安排往

返市中心交通……这个春节，各级

人社部门携手民政、工会等部门不

断细化保障措施，开展多种暖心慰

问活动，爱心帮扶不间断，让大家

过得舒心、开心。

“欢迎，欢迎！”在当地人社部

门的组织下，王彦华一家受邀到广

东中山沙溪镇圣狮村本地村民家

中庆祝春节。参观有 870 多年历史

的圣狮村古建筑，一起制作年糕，

一起烹饪菜肴，王彦华一家人感受

到了中山人民的浓浓情谊。

“我是云南昭通人，通过劳务

协作活动，全家人一起到中山广盛

运动器材有限公司务工。”王彦华

说，“今年我们一家人一起留在中

山过年。”

山东青岛过年期间组织留青

外 来 务 工 人 员 ，免 费 游 崂 山 风 景

区、大珠山风景名胜区等景点，并

提 供 免 费 城 市 公 交 车 ；在 河 北 唐

山，大年三十晚上、正月初一中午、

初五中午各开展一次面向在唐过

年的外地农民工的送水饺活动；湖

南怀化对在怀过年的外省籍人员，

免收 1 个月公租房租金，并免费提

供 30G 手机流量。

同时，针对务工人员的最大牵

挂，各地人社部门联合民政、教育

等多部门推出政策举措，加强对空

巢老人、留守儿童的定期探访，为

他们及时提供各种帮助和服务。

春 联 、大 米 、食 用 油 、健 康 包

……节前，安徽阜南县的王今桂老

两口迎来了两位村干部。“今年娃

娃们都留在苏州过年了。村干部

经常来家里坐坐，唠唠家常，还送

来了生活慰问品。”王今桂说，年

货备得齐全，只要全家都健健康康

的，比啥都好！

在湖南张家界桑植县，8 岁的

何依桐虽然没能盼到回家的父母，

却多了一位“临时家长”。何依桐所

在的芭茅溪小学共有 219 名学生，

其中 150 人是留守儿童。今年，朱

春梅老师和另一名教师响应学校倡

议，留校当起孩子们的“临时家长”。

“虽然放假了，但我还是到学

校去。老师会陪着我们做作业、玩

游 戏 ，不 会 觉 得 孤 单 。”想 念 父 母

时，何依桐就会在朱春梅老师帮助

下与妈妈视频聊天，分享彼此的快

乐和幸福。

今年春节，不少务工人员选择就地过年。对他们，各地各部门 ——

保障各项权益 服务落实落细
本报记者 李心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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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许无法选择生活
的环境，却可以决定生活
的态度和方式

■民生观R

核心阅读

为保障春节假期
就地过年务工人员权
益，各地各部门做好服
务 ：对 自 愿 坚 守 岗 位
的，确保用人单位依法
支付加班工资，鼓励企
业发放“留岗红包”“过
年礼包”；企业停工停
产的，保障好员工基本
生活，并组织线上线下
技能培训。同时，开展
多种形式的送温暖活
动，让务工人员在就业
地，过个舒心年。

■一线探民生R 前不久，一位福建龙岩的木工

爷爷在网上火了。视频里，老人家

熟练地在木材堆里拣选、锯刻、钉

胶，不一会儿，一架造型憨态的木马

车便有了模样。爷爷牵着木马车，

车上骑着小孙子，咯噔咯噔向前跑，

引来数十万网友在线点赞。

老爷爷直播做手工，为何能引

发网友围观？

无 论 是“ 螳 螂 车 ”还 是“ 木 坦

克”，那些用传统榫卯结构纯手工打

造的儿童玩具，将古老的智慧和童

真的趣味融为一体，外观精美，内涵

丰富。一件件作品让人惊艳，而木

工爷爷努力活出平凡日子里的精气

神，更让人感动。视频里，老人实实

在在记录着自己的日常生活，不渲

染不修饰。可越是这样，越涌动出

一股直抵人心的力量。每一次精雕

细琢、每一道复杂工序都能引来网

友的啧啧赞叹。大家的肯定，也是

对他精彩人生的一种奖励。

人或许无法选择生活的环境，

却可以决定生活的态度和方式。认

认真真生活、踏踏实实干事的人，总

能在寻常生活中做出不凡的业绩、创造不一样的精

彩。为了梦想，付出努力，心中就会养育出一片富足的

精神世界。精神世界越丰富，越不会被眼前的琐事和

烦事困扰，看待生活、看待世界，眼光就不一样，感受也

不一样。

站在人生的大舞台，有不少人像木工爷爷一样，活

出了自己想要的模样。年逾六旬的退休老人在短视频

平台记录生活，用指尖流淌出的钢琴曲向更多人传递

音乐文化。普普通通的大学保安身怀绝技，有人 3 年

背诵了 1.5 万多个外语单词，能和留学生流利对话；有

人自学编程，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他们扎根生活、

积极向上，用持之以恒的努力和精益求精的态度，为生

活打开了一扇扇美丽的天窗。

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只要有不懈的奋

斗精神，脚踏实地把每件平凡的事做好，一切平凡的人

都可以获得不平凡的人生，一切平凡的工作都可以创

造不平凡的成就。无论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不管自

己从事何种工作，都应以认真乐观的态度，努力提升自

我、服务社会。毕竟，生活不会亏待任何一个心中有

光、全力奔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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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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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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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杭州 2月 21日电 （记者顾春）近日，浙江省诸暨

市浬浦镇白杜坞村村民周国相家办喜事，摆了 5 桌酒席，都

是家常特色菜，仪式简朴而热闹。

2018 年起，诸暨在全市推行移风易俗，要求婚事丧事

简办。推进婚事新办，网格员上门宣讲，宣传单也跟着上婚

宴，文艺志愿者还创作喜庆画作、裱好画匾，作为新婚贺礼

送上门，很受老百姓欢迎。

要管好，必须管细。诸暨出台规定，对婚事丧事的办理

标准、操办流程等，都做了规范，遏制大操大办之风。几年

抓下来，现在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已经成为诸暨百姓的自

觉行动。白杜坞村村民周国军父亲去世，周国军只请亲戚

吃了顿饭，人情、回礼都免了。“我们鼓励厚养薄葬，老人在

世，多孝顺他们。”浬浦镇副镇长郦科杰说。

很多村民省下钱来，捐给村级关爱基金，助老扶弱。“向

关爱基金捐款的老百姓越来越多。”郦科杰说，现在，村里有

多个基金：奖励和帮扶学生的薪火教育基金，关爱老年人的

乡贤慰问金，因病致贫的帮扶基金和特殊专项帮扶金……

陈规陋习少了，文明互助多了。“办酒不铺张、礼金不攀比、

丧葬不迷信”等“七不”规定，以及“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其

他喜事减办或不办”等约定，已经在诸暨全面推广。

浙江诸暨推行婚事新办丧事简办

陈规陋习少了 文明互助多了

本报上海 2月 21日电 （记者巨云鹏）记者从上海市公

安局获悉：长三角地区公安机关共同推出了跨省份户口网

上迁移便民措施。即日起，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合肥）的

户籍居民在长三角区域内跨省份迁移户口时，只需在迁入

地公安派出所申请办理即可，再也不用在迁出地和迁入地

间来回奔波。

该项措施推出后，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合肥）的户

籍 居 民 只 需 在 迁 入 地 一 地 就 可 办 理 跨 省 份 户 口 迁 移 业

务。选择跨省份户口网上迁移服务后，申请人前往公安

派出所的次数减少到 2 次，且不必再往返于迁入迁出地，

真正实现长三角区域内“跨省份户口网上迁、无需奔波即

可办”。长三角区域跨省份户口网上迁移便民措施整合

了当地公安机关人口数据资源，依托公安部人口信息系

统，以网上迁移信息校验取代纸质户口迁移证件，简化了

跨省份户口迁移的办理流程，有效实现了“一地受理、网

上迁移”。

一地受理 网上办理

长三角跨省份户口迁移更便捷

本版责编：商 旸 许丹旸 徐 阳

初春时节，江苏

省 淮 安 市 洪 泽 区 东

双 沟 镇 藕 虾 套 养 的

小龙虾迎来春捕期，

养 殖 户 们 忙 着 进 行

捕捞，准备投放市场

销售。近年来，该区

推行藕虾套养，助力

种植户增收致富。

图 为 种 植 户 在

捕捞小龙虾。

万 震摄

（影像中国）

春
捕
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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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上接第三版）

二是扩大就业促增收。加强农

民就业技能培训，培育乡村能工巧

匠。实施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培育

行动，建设一批创业创新示范园区

和孵化实训基地。启动实施乡村建

设行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

年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扩

大农村有效投资，吸纳农民就地就

业。加大对脱贫地区产业、脱贫群

众就业的支持。

三是深化改革促增收。完善农

业支持保护制度，健全强农惠农富

农政策。鼓励依法依规盘活农村土

地等资源资产，赋予农民更多财产

权利。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

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

股东，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记者：中央提出要深化农村改

革，加快推进农村重点领域和关键

环节改革。今年和“十四五”时期，

农村改革有哪些重头戏？

唐仁健：改革是乡村振兴的重

要法宝。今年和“十四五”时期，中

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将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谋划推动新一轮

农村改革，以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

关系为主线，以推动小农户和现代

农业有机衔接为重点，着力激发农

业农村发展的动力活力，为推进乡

村 全 面 振 兴 提 供 更 有 力 的 制 度

支撑。

巩 固 和 完 善 农 村 基 本 经 营 制

度。有序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

后 再 延 长 30 年 试 点 ，完 善 承 包 地

“三权分置”制度。突出抓好家庭农

场和农民合作社两类经营主体，发

展壮大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组

织 ，把 小 农 户 引 入 现 代 农 业 发 展

轨道。

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2021
年基本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的阶段性任务，扎实推进农村集体

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探索

集体经济发展路径，增加农民财产

性收入。

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

试点。在做好确权登记颁证、完善

管理制度等基础工作前提下，推动

取得一批实质性试点成果，探索宅

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分置有

效实现形式。积极探索实施农村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

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稳定

种粮农民补贴，坚持完善最低收购

价政策，扩大稻谷、小麦、玉米三大

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

试点范围，构建面向农业农村发展

需求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

加 快 推 动 城 乡 融 合 发 展 。 把

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

入点，推动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市

场化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取得新

突破，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

向流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