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察言观社

■罗建华

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日前在法国

里昂闭幕，中国代表团在本次大赛中表

现出色，在全部59个竞赛项目中，共获

得36枚金牌、9枚银牌、4枚铜牌和8个

优胜奖，位居金牌榜、奖牌榜和团体总

分首位。

世界技能大赛是当今世界地位最

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

赛事，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代

表了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是

世界技能组织成员展示和交流职业技

能的重要平台。我国2010年加入世界

技能组织，2011年首次参加世界技能大

赛，至今已参加七届大赛，累计获得93

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

胜奖。本届大赛，中国代表团共派出68

名选手参加6大类全部59个项目的比

赛，是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参

赛项目和参赛选手最多的一届大赛，在

世界舞台上充分展示了我国职业技能

发展的整体实力和青年技能健儿的精

湛技艺，展现出我国技能人才梯队建设

的显著成效。

技能人才是我国人才队伍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

的重要力量。从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

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到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制定出台《关于健全完善新时

代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的意见

（试行）》，再到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

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

见》，在一系列有力举措的推动下，我国

技能人才队伍不断充实，创新能力进一

步增强，产业工人队伍的整体水平得到

持续提高。公开数据显示，目前，全国

技能劳动者超过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

才超过6000万人，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技能是强国之基、立业之本。当

前，随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

调整、技术革新步伐和城镇化进程的加

快，劳动者技能水平与岗位需求不匹配

的就业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比如初

级技能人才多，高级技能人才少；传统

型技能人才多，新兴型技能人才少；单

一型技能人才多，复合型技能人才少。

特别是随着我国制造业企业持续优化

升级，尤其是数字化转型进程加快，企

业对工人技能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

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深入发展机遇，需要加大制度创新、政

策供给、投入力度，围绕战略性新兴产

业、未来产业、绿色产业发展和传统产

业升级改造，努力为技能人才搭建施展

才华的广阔舞台。这就需要持续健全

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制度，

使技能人才各项工作有机衔接、系统推

进，激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走

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培养更多高

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为经济提质增效

和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劳动者素质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发展至关重要。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

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劳动者素

质的竞争。今天，我国正从制造大国向

制造强国迈进，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

都更需要一支拥有现代科技知识、精湛

技艺技能和较强创新能力的高素质技

能人才队伍。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

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并将大国工匠、

高技能人才纳入国家战略人才力量。

随着我国技能人才队伍培养供给体系

日益完善，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进入

“快车道”，未来一定会涌现出更多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

匠，书写更多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精

彩篇章，为增强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和国

家核心竞争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贡

献力量。

书写更多技能报国精彩篇章书写更多技能报国精彩篇章
城市锐评

背景：
近期，社交网络上“干净小馆觅食

记”相关话题和活动引发广泛关注。

活动中，一些人通过支付外卖小哥一

定费用，请他们带自己找一家干净小

店吃饭。

除了网友们的自发行动，今年以

来，辽宁省沈阳市、山东省莱西市、浙江

省杭州市等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聘请外

卖小哥组建监督员队伍，动员外卖骑手

发挥食品安全“哨兵”作用，为食品安全

社会共治注入新力量。

@《工人日报》：外卖小哥作为直接

接触商家的“内行人”，往往知道更多内

幕、更了解内情。如果外卖小哥口中干

净店家的生意越来越好，那些“脏乱差”

的餐馆，公众唯恐避之不及，自然会形

成筛选和淘汰。这是良币驱逐劣币。

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让外卖小哥参与社

会共治，是个好办法。

@《经济日报》：对于成千上万家外

卖餐馆，线上下单的消费者往往看不到

其真实环境无从举证，单靠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的有限人力又难以“店店俱到”。

让外卖骑手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可

谓有效补充，值得鼓励，但关键是怎样

操作才能落地、持久、有效。很多主动

参与食品安全监督的外卖骑手有很强

的公益心，但激励机制不能缺位，至少

要对参加专业培训的外卖骑手给予名

正言顺的“监督员”证件，给予职业荣誉

感和及时的人文关怀。

@中青在线：筑牢食安防线光靠外

卖小哥监督还远远不够，外卖平台应当

亮起红线，完善准入机制，严防没有获

得经营许可的商家在平台开店营业，实

现源头治理，从严把关。要注意保护好

外卖小哥的人身安全，建立举报人保护

制度，对举报人的身份信息进行保密处

理，防止其遭受打击报复。对于威胁恐

吓外卖骑手的商家，应依法严惩。

给预付费资金给预付费资金
套上刚性套上刚性““监管笼头监管笼头””
■唐山客

培训机构秦汉胡同闭店的消息近

来引发关注。此前，该机构声称与银行

有资金监管账户合作，然而，其在一些

地方的分校要么未开设监管账户，要么

开设后用了一两次后就没再使用。监

管账户“失灵”，引发消费者质疑：“明明

已有相关规定，培训机构预付费资金托

管为何还是形同虚设呢？”

预付费资金监管账户只用了一两

次就不再使用，培训机构却借此骗取消

费者信任，让监管账户在某种程度上成

了培训机构吸引消费者付费的幌子。

此外，一些商家甚至没开设过监管账

户，更没向监管账户存过钱。这些现象

导致监管账户“失灵”，对消费者的预付

费资金起不到应有的监督保障作用，影

响了预付费资金托管制度落地落实。

近年来，部分商家在收取大量预付

费资金后因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等原

因突然闭店、跑路甚至借助“职业闭店

人”金蝉脱壳的现象时有发生，严重侵

犯了消费者权益，扰乱了市场秩序，也

给预付式消费模式投下了阴影。消费

者一旦因上述情形遭遇预付费资金纠

纷，很容易陷入维权程序繁琐、难度大、

成本高、时间长、成功率低的困境。与

此同时，当前设立预付费资金托管制度

的依据多为部门的管理政策、红头文件

或地方性法规、规章，缺乏一定的强制

力、约束力。

因此，对预付费资金的事前、事中

监管显得尤为必要。而预付费资金托

管制度的设计初衷，就是通过第三方平

台托管和按需拨付合理限制商家，使其

不能无序无节制地使用、转移预付费

资金，不能卷款跑路，不能侵犯消费者

合法权益，从而给消费者的预付费资金

上一道“安全锁”。显然，这一机制的设

计初衷是好的，旨在防范预付费资金

“跑路”风险，降低消费者的维权成本。

但要让这一机制真正落地生效，就得

给预付费资金套上明晰刚性的“监管

笼头”。

对此，相关部门应出台完善相应法

律法规，赋予商家对预付费资金进行托

管的强制性义务；针对不落实、不严格

落实预付费资金托管机制的商家，设定

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业整

顿、吊销许可证件等罚则；搭建全国统

一的预付费资金托管平台，对预付费资

金托管的账户设置、资金存入时间、拨

付时间、拨付标准、平台责任等提出明

确要求，畅通消费者的查询渠道和权利

救济路径，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监督

权。此外，应明确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措施，赋予监管部门在商家出现经营异

常、资金托管平台发出预警信息、一定

数量的消费者投诉举报等情形下冻结

预付费资金的权力，以及对不按要求履

行预付费资金托管义务的商家进行查

处的权力。

只有给预付费资金套上明晰刚性

的“监管笼头”，才能对商家起到一定警

示、倒逼作用，有效遏制商家卷款跑路

现象，也能为监管履职、消费维权提供

规范权威有力的抓手，有助于为消费者

营造诚信、健康、透明、安全、有序的预

付式消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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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骑手能否成为监督食品安全的外卖骑手能否成为监督食品安全的““吹哨人吹哨人””

乱 象

近年来，随着医疗科

普在社交平台兴起，越来

越多的医生开设账号传播

知识。然而，在巨大流量

的裹挟下，一些账号趁机

浑水摸鱼肆意传播虚假有

害信息，“假名医”“伪科

学”等乱象逐渐浮现。互

联网医疗科普乱象，损害

了医生形象，误导了公众，

必须予以整治。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