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责任编辑：青子 组版编辑：王斌 校对：戴小玲

2018年4月25日 星期三 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

职工有话

图说新闻热点聚焦

“隐形贫困人口”为何让年轻人心有戚戚

终身职业技能培训
助力中国“智”造升级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4 月 18 日主

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推行终

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政策措施，提

高劳动者素质、促进高质量发展；决

定对职务科技成果转化获得的现金

奖励实行个人所得税优惠，使创新成

果更好服务发展和民生。

面对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劳

动者技能素质直接影响着经济转型

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职业技能培训

工作，不仅是提升劳动者职业技能

素质的必要手段，更是提高劳动者

创业就业能力的重要保障，同时，从

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也必将有利于

助力中国“智”造升级，缓解技能人

才短缺的结构性矛盾，助推经济迈

上中高端。

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就业

难与招工难的问题依然是横亘在我

国向制造业强国继续发展的一大难

题，“大学生过剩”与“技工严重缺

乏”，可谓是冰火两重天。解决此问

题的方法，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大力发

展现代职业教育，巩固和提升职业技

能培训水平，以不断提升劳动者职业

技能素质，培育出更多的优质技能人

才，助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

事实上，提升劳动者技能水平已

经越来越引起各地的重视，比如，吉

林省实施“三年劳动者技能提升计

划”；辽宁省完善职业培训补贴制度，

充分保障培训机构和学员的权益，有

效规避补贴资金风险；河北省开展百

万燕赵工匠培养，以提升技能劳动者

职业能力为核心，开展精准和高端职

业培训；山西省 2017 年开始启动全

民技能提升工程等等。

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涉及企

业、高校、社会、政府机构等多方面因

素，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推行终

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政策措施，从

多个维度展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对

技能人才的重视。

当然，良好的政策需要实打实地

去推进。一则，企业须充分发挥好

主体作用，只有企业认识到人才的

重要性，认识到科技知识和创新的

重要性，将人才培养放在首位，其事

业的发展才能拥有不竭动力；二则，

要借力高校资源，广泛开展就业创

业技能培训，促进职业技能培训与

学历教育相互衔接；三则，须继续完

善投入保障机制。这些唯有真去

做，方能真见效。

总之，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不

仅惠利的是劳动者个人，更是推动社

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各地

应该重视此项惠利长远的工作，因地

制宜为终身职业技能培训搭好平台，

构建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外部环境，从

而为区域的创新发展夯实人才基础，

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奠定好基石。

（杨玉龙）

“隐形贫困人口”这一新词这两

天刷屏朋友圈，意思是，看起来很富，

可能会吃精致的法餐、用限量版的口

红、请高价的私教，甚至信用卡巨额

透支……一句话，是“新贵”与“赤贫”

的吊诡结合体。

过去十多年，城市化和市场化

交叉演进，制造了很多溢出原有社

会分析框架的新群体，也产生了一

些带有文化景观性质的新群体特

征，与青年人群形成重叠。观察者

一直在试图把这些特征概念化，最

早是“蚁族”“工蜂”，然后是“空巢青

年”“新留守青年”“佛系青年”等。

“隐形贫困人口”算是一个最新的概

括。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鲍德里亚曾

阐释过的“消费社会”概念，为很多

读书人所耳熟能详，指的是在物的

丰盛基础上，当代社会已经由生产

社会转为消费社会，前者意味着积

累性的社会模式，后者则以消费为

中心环节。消费，不再仅仅是一种

功能需求性的活动，而是一种凸显

阶层的符号、社群认同的纽带和社

会生活的价值归宿。

消费社会的定义或有争议，但消

费主义文化确实如狂飙来袭。可以

看看今天的现实：一个人的成长，是

靠消费水平的爬升展现的；一个人的

成功，是靠消费能力倒推出来的；自

我的实现，要看完成了多少符号性消

费。在微信等社交工具上，每个人的

名字都变成了一个二维码，而二维码

正是一种消费编码。

与消费主义伴生，传统的“无产”

概念也发生了变形。已经很难想象

城镇青年当中有“赤贫”者，但他们中

的很多人确是消费文化下的无产

者。一些网友在“隐形贫困人口”的

话题下回复说：“看看自己常晒的朋

友圈，再摸摸自己空空的口袋，是自

己没错了。”这句话，很清楚地表达出

了“无产”的新内涵，也在一定程度上

解释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消费文化和

弥散性焦虑会同时成为青年群体中

的热门话题。

鲍氏提出消费社会概念，意在对

此持批判性眼光。这对中国社会，有

很多启示意义。一篇发表于去年的

论文曾以翔实调查比较过中美两国

青年消费状况，结论说，与美国青年

的相对理性对比，中国青年存在攀比

及从众消费、盲目消费、理财意识萌

发但理财技能欠缺等问题。可以说，

上述都是消费文化初起时的消费特

征，给戏称自己是“隐形贫困人口”的

人们提了个醒。

但要特别一说的是，个体消费

内嵌于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是自由

权利的一部分，是个体活法的一部

分，它的多样化本身是一个社会自

由度的表征。论者的种种分析，不

过是为个体提供更多的观察面向、

自我评价系统，不应该也不可能要

求消费方式定于一尊。社会政策上

能为“隐形贫困人口”做的，是在合

理范围内保证社保力度，保证医疗

保险和强化失业救济，不至于让年

轻人因为一场困境，就从“隐形贫

困”变成“显形贫困”。

（刘文嘉）

城市里不妨多些“悦读亭”

新闻：日前，上海市徐汇区首批6座由公用电

话亭改造成的“悦读亭”出现在街头。市民可以参

与一些小型图书漂流活动，或是通过“悦读亭”内

的书籍，了解周边的历史文化。

点评：随着移动通信的普及，街头电话亭失去

了往日辉煌。上海市徐汇区创造性地把电话亭改

造成“悦读亭”，让它们变成星罗棋布的阅读空间、

文化驿站，增强了城市的书香气，实在是一个极有

品位的做法。

袋鼠被砸死背后是人性缺失

新闻：近日，有媒体从福建福州市动物园了解

到，一个月内，游客为让袋鼠跳，两次投石袭击袋

鼠，造成园内袋鼠一死一伤。

点评：除了被石块砸死的袋鼠，我们也没少见

被拔了羽毛的孔雀、被乱喂食物而生病的狗熊

……这些动物被“虐”事件，其背后都是人性缺失

所致。一个人若不把虐杀动物当回事并以此取

乐，更严重的就有可能施之于人。老人摔倒不扶、

小孩落水不救，诸如此类，任何身外之物和人都可

能成为受害者。

面对刷屏故事
应保持质疑精神

新闻：“飞机就要起飞，一个男人在机舱口跪

下！”前几天，不少网友被这则“跪求机组的暖心故

事”感动得稀里哗啦。一男子带孩子求医，登机前

与妻儿走散后跪求机组等待，最终航班晚飞20分

钟，善良机长因此被处罚。然而真相是，连此文和

通报在内，均为编造。

点评：互联网为新闻生产带来巨大便利，信息

的传播在弹指之间。在全新的媒介消费场景中，

受众心理需求从事实偏好向价值偏好转移，机构

类媒体更要坚守守门人的职责。而对于网友来

说，无论情感上多认同一件事，依然要保有怀疑精

神和理性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