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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不断增长的劳动
技能需求，用好用足技能
培训资源，拓展更多技能
提升新平台、新渠道

一场招聘会，凸显技能提升的

重要性。

前不久，笔者采访西部地区某

县城招聘会，现场提供岗位数 500
个，求职者约 300 人，最终不到 200
人达成就业意向。岗位供大于求，

为啥企业“招不满”？一打听，原来

企业主要来自附近新建的工业园，

对岗位技术技能要求较高，部分求

职者与企业所需不符，最终一些岗

位只能空缺。

“ 千 工 易 寻 ，一 技 难 求 。”近 年

来，多地发布“最缺工”岗位目录，从

汽车操作工到养老护理员，涉及不

同产业、多个行业。最近，辽宁省沈

阳市发布急需紧缺人才需求目录，

涵盖 8 条产业链，超九成需求集中

在技术技能岗位。技能与就业紧密

相连。

对个人来说，提升技能是立业

之 本 ，是 创 造 幸 福 生 活 的 重 要 基

础。多一技之长，就多一分稳定就

业、增加收入、更好发展的底气。对

国家来说，加快建设知识型、技能

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才能更好适

应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要。

据统计，我国高技能人才规模

超 过 6000 万 人 ，但 无 论 是 数 量 还

是素质结构，都难以适应经济社会

发展需要。解决技能人才总量不

足、结构不优、供需矛盾突出的问

题 依 然 紧 迫 ，当 前 亟 须 加 快 提 升

劳 动 者 技 能 素 质 ，壮 大 技 能 劳 动

者队伍。

推动高技能人才量质齐升，深

化职业教育、通过院校培养的方式

“扩增量”的同时，提升现有劳动者

的技能十分重要。针对不断增长的

劳动者技能需要，须用好用足更多

技能培训资源，拓展更多技能提升

新渠道，帮助广大劳动者更新“技能

包”、增强就业本领。

在线下，要不断升级劳务品牌、

青年夜校等的技能培训功能。宁夏

“中宁枸杞技工”、河南“平舆防水工

匠”、山西“吕梁山护工”……近年

来，多地劳务品牌打响名气，青年夜校“一课难求”，正在打

造技能培训的大舞台、新平台。比如，用好乡村振兴政策和

就业补助资金，鼓励各地劳务品牌建立一批人才培训基地

或技能大师、技艺传承人工作室，将带动更多农民实现技能

增收。再比如，在青年夜校广泛收集年轻人求职意愿，针对

性推出技能课程，联合企业开展订单式、项目制培训，可以

培养更多急需紧缺人才。

在线上，要积极开发好“互联网+技能培训”等新型培

训载体。近期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的一项报告显示，网

上一些短视频平台的技能学习内容不断充实，成为居民

提升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新载体。数字经济催生新产业、

新业态、新职业，各地人社部门不妨顺势而为，在网络平

台推广一批“云上讲师”和精品网课，线上线下同步举办

新 职 业 技 能 大 赛 ，吸 引 更 多 人 参 与“ 学 技 终 身 ”、学 以

致用。

当前，我国正在全面实施“技能中国行动”，各地技能人

才工作投入力度不断加大。把握机遇、发挥优势、积极作

为，推出更多专业化、均等化技能培训服务，构建更加完善

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工作体系，加快建设技能型社会，必将

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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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房子装上电梯，出门锻炼身体更方便

了。”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三孝口街道杏花小

区的刘昭英老人告诉记者，自己家住在三楼，

以前上下楼都很费劲，如今小区加装了电梯，

生活便利了不少。

近年来，合肥市按照“业主自主、社区主

导、政府扶持、各方支持”的原则，发挥基层党

组 织 作 用 ，加 快 推 进 老 旧 小 区 加 装 电 梯 工

作。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完成加装电梯 1499
部，惠及 635 个住宅小区、1208 个楼栋，受益

群众 1.7 万户、5.2 万人。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最难的是居民意见

统一。加装电梯前的宣传工作一定要做到

位，确保居民知情权。”合肥市住房保障和房

产管理局老旧办主任王成方介绍。为将这件

民生实事办好，合肥市开展“党建引领加梯”

活 动 ，通 过 成 立 街 道 、社 区“ 加 梯 临 时 党 支

部”，吸纳业委会、物业公司、派出所、律所、电

梯公司等相关单位、组织的党员担任委员，形

成多方合力。出现不同声音，街道及时召集

社居委、意见方、业主委员会、居民代表等集

体沟通协商，化解矛盾纠纷。

退休老党员费新华家住蜀山区名君家园

小 区 ，小 区 在 2023 年 一 次 性 加 装 了 8 部 电

梯。在他的倡导下，加装电梯前，社区在每栋

楼下张贴了告示，还在每个楼栋安排两个居

民代表，一个负责经费问题，另一个则负责上

门入户征求意见等。

电梯运行容易产生噪声、梯井对一楼采

光有影响……针对加装电梯过程中可能产生

的问题，名君家园小区党支部多次召开协商

会，打消一楼住户的疑虑。“加装电梯对一楼

住户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一是上下楼声音

消除了，二是安全系数提高了。”费新华说，把

道理讲清楚，也能做通一楼住户的工作。

加装电梯，资金问题如何解决？合肥市

专门出台文件，明确提出市、县两级财政对非

单一产权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按每台 20 万元予

以补贴，其中市、县财政各承担 50%。此外，

合肥市还将资金补助范围扩大到四县一市，

与市区同等享受补贴。截至目前，全市累计

投入 2.23 亿元财政补助资金。

“电梯加装完成后，经居民代表申请，政府

会将 20 万元奖补资金发放到居民代表的公管

账户，然后再由居民代表将钱打到公司账户

上。”安徽静秋加装电梯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宋

文阁说，以每台电梯近 50 万元的价格算，政府

加梯补贴额度达到或超过 40%。对于居民因加

装电梯带来的管道改线等额外费用，均由合肥

市相关产权单位承担，进一步降低了居民负担。

合肥市还出台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政策，

打通提取个人公积金用于加装电梯通道。“只

要居民提出申请，公司会先垫付分摊资金。等

电梯加装后，居民可以带上竣工报告、验收报

告等材料到银行办理公积金提取，用以偿还电

梯分摊垫付费用。”宋文阁说。此外，通过完善

现行政策，合肥市鼓励社会力量通过捐赠、资

助、技术服务等方式参与加装电梯工作。

走进名君家园小区新加装的电梯，记者

看到“智慧电梯码”格外醒目。据介绍，为确

保安全使用电梯，合肥市将加装运行电梯纳

入“一梯一码+智慧风控”监管模式。市民通

过“智慧电梯码”能实时了解电梯的使用管

理、维保、监管、保险等信息，实现公众监督、

使用管理、监督检查、维护保养、智能救援等

“一码通识”。同时，合肥市还印发《关于规范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通知》，编制合肥市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技术设计导则等，规范推

进电梯加装工作。

合肥加快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本报记者 韩俊杰

1 月 26 日，全国春运正式启动，无数的游

子背上行囊、踏上归途、奔向团圆。

今年春运，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4.8 亿

人次。面对短时间超大客流带来的考验，4.5
万公里高铁网开启全天候运营模式，夜间高

铁、动卧协力奔跑。

开行夜间高铁有多不容易？为保障夜间

高铁安全运行，铁路人如何做到 24 小时全天

候在线？春运启动前夕，记者走进夜间高铁

保障一线，为您讲述铁路人的守护故事。

春运前 3个月开始准
备大修，排除隐患，保障
接触网处于良好状态

开夜间高铁麻烦吗？平时为啥不开？

面 对 记 者 的 提 问 ，不 少 铁 路 人 眉 头 一

紧，随后笑笑，“找个夜间，你到现场走一趟

就知道了。”

晚上 11 点 20 分，最后一班高铁驶离泉州

站站台，忙碌了一整天的杭深铁路迎来休息

时刻。

“欢迎来到高铁‘天窗’时间。”中国铁路

南昌局集团公司厦门供电段工长邹瑞俏皮

一笑。

何为“天窗”时间？原来，“天窗”时间指

的是列车运行图中，不铺画列车运行线，为

施工、维修、养护等作业预留的时间。

带着疑问，记者随邹瑞登上了轨道作业

车。“我们供电工区负责的是接触网设备的

检修。”邹瑞抬手指向上方的接触网，“列车

跑得快，路网得安全。动车组只有通过受电

弓从接触网上取电，才有动力。”

随着指挥调度中心下达断电指令，轨道

车也正式进入检修区段。“全副武装”的队员

们陆续下车，有的接挂地线，有的测量数据，

有的登高作业……现场叮叮当当，电台里传

来的指挥声、应答声此起彼伏。

“上方，铆钉松了，需更换。”邹瑞一声令

下，队员李辉系上安全绳，迅速爬上接触网，

像“蜘蛛人”一样粘在网上，更换角度刁钻的

铆钉。

“这里，调整吊弦。”邹瑞又发布了新的

指 令 。 吊 弦 是 决 定 接 触 网 高 度 的 关 键 部

件 。 根 据 要 求 ，接 触 网 距 离 轨 道 的 高 度 为

6.4 米，标准误差不得超过 3 厘米，否则可能

造成受电弓损坏，影响行车安全。“一般，吊

弦 与 吊 弦 间 的 高 度 差 要 控 制 在 1 厘 米 以

内，但是我们想方设法把偏差控制在 0.5 厘

米内。”

看着邹瑞手里密密麻麻的检修单，记者

很疑惑：“线路有这么多需要维修的吗？”

“一方面，接触网每天得经受列车受电

弓 上 百 次 的 摩 擦 ，难 免 出 现 磨 损 。 另 一 方

面，杭深铁路已服役了近 10 年，不少部件已

经 老 化 ，到 了 需 要 大 修 、更 换 的 时 候 。”邹

瑞说。

一旁的李辉补充道：“我们这里是沿海

铁路，空气中盐分较高，接触网零部件很容

易附着上盐结晶，可能引起绝缘子闪络，导

致接触网跳闸。”因此，每当测量数据超过规

定范围，工作人员还要对线路上的绝缘子做

全面清洗。

不仅仅是盐结晶，鸟粪、塑料袋等都是

需要清理的异物。“近年来，生态环境变好，

鸟粪变多，我们既欢喜又无奈。”邹瑞说。

原 来 ，“ 天 窗 ”时 间 对 高 铁 运 营 这 么 重

要。那开了夜间高铁，没了“天窗”时间，这

些维修工作怎么办？

邹瑞回答：“春运到来前，铁路部门会提

前 3 个月准备，排除隐患，完成大修。”

凌晨 4 点，作业即将结束。经过一夜紧

张 的 奋 战 ，团 队 圆 满 完 成 清 单 上 的 所 有 任

务。回到工区，已是 4 点 30 分。记者睡眼惺

忪，而邹瑞还要继续整理维修档案，并为第

二天的工作做好准备。

高铁开行背后涉及
10 多个专业工种的统筹
调度，供电、工务、通信、
车辆等工种协同作业

一夜探访，让记者对停运后的高铁世界

有 了 全 新 的 认 识 。 每 天 晚 上 ，除 了 供 电 专

业，还有工务、通信、车辆、机械等工种同时

作业，才能保证高铁顺利开行。

工务段，负责钢轨检修。福州工务段福

州东探伤工区工长范亚飞告诉记者，受列车

碾 轧 和 热 胀 冷 缩 影 响 ，钢 铁 会 产 生 一 些 病

害。因此铁路部门需要定期为钢轨进行体

检，该更换更换、该打磨打磨。

每天晚上，范亚飞和同事们都要给钢轨

“找茬”——钢轨轨面擦伤达到 1 毫米，就会

被他们判定为“重伤”。钢轨焊缝、道岔区任

何微小的裂纹，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机械段，负责钢轨打磨。高铁立硬币，

钢轨得光滑。“天窗”时间，打磨机车将驶过

线路，车上的 96 个打磨石将根据勘测结果一

一校正，确保钢轨看上去光亮如新。

“打磨机车长 114 米，重 400 多吨，大块头

干的却是精细活，最终误差必须控制在 1 毫

米左右。”鹰潭工务机械段职工万文超比喻

道，“磨轨，就像在垫着豆腐的纸上作画，既

要画出来，又不能把纸划破。”

通信段，负责信号检修。春运期间，每

天 有 数 千 对 高 铁 列 车 在 中 华 大 地 上 飞 驰 。

指挥调度列车的各类指令、信息都要通过铁

路专用的无线通信信号传输。这些无线信

号，就像高铁网的“神经”一样。

春 运 前 ，信 号 工 们 需 要 爬 上 一 座 座 60
米高的通信塔，检查安装在塔顶的天线等设

备。年轻的南昌通信段通信工潘鸿达是爬

塔 主 力 。“ 爬 塔 通 道 不 到 1 米 ，一 旦 遇 上 风

大，塔晃，身体也跟着晃。”潘鸿达说。可再

难也得上，天线角度即使偏差了 1 度，也会

影 响 铁 路 几 百 米 甚 至 1 公 里 的 信 号 覆 盖

范围。

车 辆 段 ，负 责 机 车 保 养 。 每 当 夜 幕 降

临 ，动 车 组 就 会 回 到 动 车 所 进 行 相 应 的 检

查、维护和清洗等工作。

白天奔波，动车组难免会出现损伤。因

此动车所的工作人员需要对动车组的制动、

走行、受电弓等部件进行全面检查。同时，

根据动车组各零部件检修周期或寿命，还需

要不定期开展二级、三级检修。

…………

为了保障夜间高铁顺利开行，这些工作

里的“大活”“难活”都需要在春运启动前完

成。线路上，所有的大隐患需要提前排除，

动车组需提前完成大修，确保春运期间一切

准备就绪。

所有动车组全部上
岗，铁路部门全力确保运
行安全

1 月 26 日，春运正式启动。邹瑞和同事

们的工作，迎来了最严苛的检验。

G4941 次列车，凌晨 2 点 02 分上海虹桥

始发，7 点 40 分到达厦门站；G4993 次列车，

凌晨 2 点 14 分杭州东发车，7 点 06 分到达厦

门 站 …… 所 有 动 车 组 全 部 上 岗 ，列 车 川 流

不息。

“接触网将长时间、高强度连轴转，但我

们对自己的工作有信心。”邹瑞介绍，即使开

通了夜间高铁，铁路部门依旧会视情况开辟

小“天窗”，满足应急检修需求。

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这样强调：“对铁路

人而言，如果给春运打分，平安是‘1’，舒适、快

捷、便利等其他条件则是‘0’。没有安全做基

石，其余锦上添花的工作做得再充分、再细

致，春运的成绩单也只能归零。因此，开行夜

间高铁和确保运行安全，缺一不可。”

线 路 保 留 小“ 天 窗 ”，兼 顾 安 全 与 高

效。动车组也会抽空回到动车所“洗个澡”

“检个查”。

如今，不少动车所都配备了“机洗房”。

列车以 3 至 5 公里的时速开过“澡堂”，数十个

“花 洒 ”喷 嘴 先 给 车 身 预 湿 ，之 后 喷 洒 专 用

“沐浴露”，一整排斜刷、侧刷、底刷齐上阵，

为列车“搓澡”。

机房内，专业的设备操作人员时时盯着

监 控 ，确 保 洗 车 机 正 常 运 转 ，外 皮 清 洗 到

位。动车检修库内，质检员全方位卡控人工

清洗环节，检查清洁是否到位。

随着最后一班夜间高铁顺利通过，经过

短暂休整，杭深铁路迎来了新一天的第一趟

高铁——高铁确认列车。

这是一趟不出现在时刻表、不载客的列

车，被誉为高铁“探路先锋”。它搭载了一系

列检测设备，将对轨道、信号、接触网等设备

质量进行检查确认。只有确认列车确认线

路绝对安全后，载客列车才能正常运营。

满星辰、万家宁，灯火起、共团圆。正是

每一位铁路职工的坚守，让人们回家的路安

全、温暖而快捷。

什么是高铁“天窗”时间？春运安全运行咋守护？

走进夜间高铁保障一线
本报记者 李心萍

■多棱镜R

进入冬季，天气变得干燥寒冷，在添衣保暖的同时，呵

护皮肤也至关重要。

“干燥的空气容易夺走人体中的水分，寒冷的气候也会

使得皮肤脂质分泌减少。一旦皮肤屏障受到损伤，皮肤便

会变得干燥、脆弱和敏感。”中国日用化工协会化妆品专委

会副主任委员由冰介绍。

当前市面上各类护肤产品琳琅满目，应该如何有效选

择护肤品，改善皮肤干燥状态？

由冰表示，合适的秋冬护肤品，一方面要注重减少刺

激。干燥敏感的皮肤不应过度清洗皮肤的天然油脂，建议

可选择温和的氨基酸清洁产品。同时洗护、护肤产品配方

应尽量精简，减少香精、酒精等可能带来皮肤刺激的成分。

另一方面，要关注保湿滋润功能。经典的保湿成分甘油、泛

醇、透明质酸等能有效帮助皮肤补水，另外配方中加入油脂

成分的产品，也能更好滋润皮肤，形成皮脂膜，减少皮肤水

分散失。

专家表示，冬季护肤除了使用护肤品，还应注意改变

一些生活习惯。比如避免皮肤直接暴露于极端天气，长

时间处于干燥的空调房内要注意加湿。同时，可以多穿

棉麻丝绸等天然材料的内衣物，减少频繁长时间以及用

过热的水清洗皮肤，当皮肤敏感不适时，尽量避免抓挠等

刺激行为。

冬季皮肤干燥敏感怎么办？

本报记者 韩 鑫

■民生服务港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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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点R

①①

②②
图①：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公司厦门供

电段工作人员正在清洗绝缘子。代槐孚摄

图②：南昌西动车所职工在检修一列复

兴号智能动车组。 张萌飞摄

■体验·民生一线观察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