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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众说纷纭

社会棱镜 空巢之痛 痛的不止是养老

改善职业发展环境
从规范职业资格开始

严厉打击“黑中介”
让租房者多些安全感

个人房源，精品单间，无线 wifi，每

月2200元……租房时，你是否也被这些

诱惑？可一旦上钩，等着你的是被“黑中

介”强迫交易。近日，北京警方捣毁五个

黑中介团伙，抓获40名犯罪嫌疑人。

从理论上说，租房者一旦被“黑中

介”侵权，可以要求消费者协会或工商部

门介入，可以向法院起诉，也可以向住建

部门投诉举报。如果经查实中介违约在

先，其不但要退还中介费和房租，还将承

担赔偿责任。然而，“黑中介”之所以敢

肆无忌惮地背信弃义，故意设置陷阱，侵

犯租房者的权益，主要原因在于监管存

有疏漏，导致其违约和违法成本太低。

安居才能乐业，对于无房的拼搏一

族而言，租房绝对是大事。监管部门必

须果断介入，严厉打击流氓式“黑中介”，

强力纠偏失序的租赁市场。这样才能改

变租房者与中介博弈时的弱势地位，让

租房者多些安全感和踏实感，少些忍气

吞声和闹心折腾。 （史洪举）

儿童触网低龄化
家长引导别缺位

近日，广东省少年儿童网络素养状

况调研报告新鲜出炉，报告显示，儿童触

网的年龄越来越小，超过 23%的学龄前

儿童（3-6岁）每天使用网络的时间在30

分钟以上，5 岁时使用网络时间超过 30

分钟的儿童已达到31.9%。儿童使用社

交媒体的时间也越来越早。3岁就已经

开始使用 QQ 和微信，10 岁时 QQ 接触

率达到52.9%。

网络让社会提速了，也让孩子的智

力发育提速了。孩子太小就接触网络尤

其是网络社交真的好吗？虽然孩子对网

络的探索意识和自主意识很强，但自控

力依然不强。在孩子成长的关键阶段，

家长的引导可别缺位错位。 （鑫华）

人工智能时代
哪类公职人员会被替代

近些年来，人工智能不仅成为可能，

而且已经在信息搜索、语音识别、无人驾

驶汽车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毫无疑

问，人工智能作为未来已来，那么会对一

般公职人员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人工智能对于智力要求不高、情感

涉及较少的简单、重复性工作替代性较

强，而对智力要求高、情感涉及多的复杂

性工作替代性很弱。但人工智能在替代

一部分行政工作的同时，也会创造出新

的行政工作，甚至新的行政工作数量会

更多。尤其是人类会采取各种措施来实

现人机互动，即人类借助人工智能来提

升自身的能力而不是让人工智能脱离人

类的控制轨道而任性发展。 （郭全中）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9月15日正

式公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目录共计

140项职业资格。其中，专业技术人员职

业资格59项，含准入类36项，水平评价

类23项；技能人员职业资格81项，含准

入类5项，水平评价类76项。今后，只有

被列入该目录的职业才可以进行职业资

格的许可和认定，目录内除准入类职业

资格外，其他一律不得与创业挂钩，没有

法律法规依据的准入证、上岗证等一律

取消。

职业资格是对从事某一职业所必备

的学识、技术和能力的基本要求，是劳动

就业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一段时间以

来，职业资格在促进职业教育培训发展、

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

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发挥了积极

且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一些涉及公共

安全、人身健康、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行

业、领域，相关职业资格的认证和准入更

是功不可没。

随着时代发展，职业资格制度也暴

露出一些问题，比如，有些职业资格认定

已经不符合现实需求，餐厅服务员、秘书

等常规工种依然需要考取职业资格证才

能上岗；一些机构和人员乱设、滥发职业

资格认定项目，通过培训、考试、认证等

变相谋取利益；规范职业资格认证的相

关法律法规滞后、监管不足等。这些问

题的存在，影响了人才市场秩序，给一些

求职者造成了不便和损失，也影响到了

对人才的客观评价，甚至成为一些人创

业创新的绊脚石。

为此，近年来，相关部门也一直在努

力改变。2013年以来，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按照国务院要求，连续取消 434

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削减比例

达 70%以上。去年，该部又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清单并对外公

示，拟列入职业资格目录清单 151 项。

如今目录正式敲定为 140 项职业资格，

基本涵盖了经济、教育、卫生、司法、环

保、建设、交通等国家重要的行业领域，

为职业资格划定了具体明确的范畴，提

供了权威的对照蓝本。

应该说，这份职业资格目录具有很

强的现实针对性，其中对一些项目的再

三斟酌与取舍，既立足于解决当下职业

资格领域存在的问题，同时也考虑到了

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更加公开、科学、

规范的职业资格目录，不仅可以为求职

者提供更明确的方向指引，而且还将成

为人才选拔和使用的风向标，便于企业

和用人单位更好地识别、管理人才，进而

促进相关行业、领域的发展，创造更多财

富和价值。

当然，职业资格制度的完善并非一

蹴而就，未来执行中也有需要注意的问

题。比如，目录并非一成不变，要在保持

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实行动态调整，在调

整过程中则应注意平衡各方意见，由权

威部门组织专家进行评估论证，遵守相

关规定和程序，充分尊重、保障公众的求

职需求和就业权利；对已经取消的职业

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要进行“跟踪”，防

止有些地方和人员对以往的既得利益不

肯撒手，甚至变相抵制新规；对现有职业

资格的教育、培训、考试等环节，加强监

管，防止出现新的权力寻租；各级职能部

门和行业协会要尽可能地为劳动者搭建

更宽广的职业发展通道。此外，还应进

一步加强对职业资格目录及相关法律法

规的宣传普及，避免劳动者因信息不对

等而上当受骗。

从某种意义上说，职业资格目录的

确定是一个基础环节。未来，在细化职

业规范、建立行业标准等方面，希望相关

部门也能有同样的担当和作为，为劳动

者职业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氛围，规

范秩序，激发活力，最终实现人才、企业

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多赢。 （韩韫超）

黑龙江哈尔滨65岁的朱阿姨，一个

人照顾瘫痪卧床的老伴5年了。凌晨两

点多，老伴突然从床上掉到地上，她一个

人折腾了20多分钟，还是不能把老伴抱

回床上。女儿远在成都，亲朋都在熟睡，

打开手机通讯录，她不知道该打给谁

……刚强了一辈子的朱阿姨抱着老伴哭

了。“你爸躺在地上，而你在通讯录里

……”这一幕正是眼下无数空巢老人的

生活缩影。他们也许就是我们的父母，

也许就是我们的将来。

近年来，类似“空巢老人离世无人

知”的新闻频现。而据全国老龄办的数

据统计显示，我国已有老龄人口1.69亿，

占总人口的 12%，有一半属于城乡空巢

家庭或类空巢家庭。空巢和独居老人已

经接近一个亿，到 2030 年，还将会达到

惊人的2个亿！从某种程度上说，“独居

之殇”已不再是一家之悲，而是一个现实

和沉重的社会难题。

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做“父母在，不

远游”，但这其实只是半句话，后面还有

半句叫做“游必有方”，便是说如果要出

远门，必须有一定的去处。所以哪怕“空

巢老人”现象出现，不能简单粗暴地让子

女放弃工作与前途守在父

母身边，那显然不太现实

亦不合时宜，传统养老方

式和保障体系正遭受强烈

的冲击和挑战。

一直以来，家庭养老

是中国式养老的重要方

式，极大缓解了社会养老

风险。不过，随着计划生

育和人口流动因素的影

响，“四个老人、一对夫妻

和一个孩子”的家庭模式，

使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目

前,中国式养老大致有三

种方式：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

老。而机构养老除国家投资的养老院

外，需求最大的是一般工薪阶层消费水

平可以负担的养老院，但这类养老院供

不应求。而无论是哪种养老，背后都藏

着两本账：经济账和感情账。

而空巢老人养老之“最”，最痛不在

物质的赡养，就像哈尔滨的朱阿姨。医

疗技术的进步可以治愈他们身体上的疼

痛，却无法抚平老人心灵上的空虚。虽

然“常回家看看”入了法，但执行起来还

要靠自觉。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全面开

放二孩，便是为了缓解未来家庭在赡养

老人上的压力，让下一代能够有亲兄弟、

亲姐妹，在未来赡养老人上能够互相扶

持。然而绝大多数这一代的年轻人因为

要赡养包括自己配偶父母的四个老人，

另外又可能需要间接赡养外公外婆爷爷

奶奶，已经无力再生养二孩了，所以这又

是新的矛盾点。我们期待经济保障、健

康医疗、精神抚慰共同应对，行动起来，

终有走出困局的那一天。 （陈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