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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部有关负责人正面回应畅通技术工人成才成长通道问题

十八家央企将试点评定工人技能等级

据中工网消息 部分中央企业也可以

发放技能等级评定“全国粮票”了。3月11

日，在回应全国政协总工会界别委员关于

畅通技术工人成才成长通道的问题时，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

长张立新表示，已选定18家工作基础较好

的中央企业进行技能等级评定试点，并在

条件成熟后推广。这些企业评定的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享受国家职业资格评定同

等待遇。

“目前技能等级评定还比较混乱，企

业自己评定的技能等级只有本企业认，不

能全国通行。”中国铁路工程集团公司董

事长李长进委员提出了一个备受一线技

术工人关注的话题：允许企业发放的技能

等级证书全国通行，让工人无论走到哪

里，都能凭借这个证书就业。

这番话在工会界委员中引起了共

鸣。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焦开

河委员认为，企业是用人主体，最知道紧

缺什么样的技能人才，知道把人才配备到

哪些岗位。“特别是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

已经具备技能等级评定的资格，政府有关

部门应该放权，给予企业颁发技能等级资

格证书的权利。”

委员们所关注的问题，正困扰着大批

技术工人。据了解，2014年以来，国务院

部门设置的职业资格许可已削减 70%以

上。这一改革取消了不必要的职业资格

许可和认定，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职业

资格许可减少后，部分技术工人职业评价

载体缺失，职业发展空间受到制约。

对此，张立新正面回应：“目前，人社

部对企业有一个重要的改革方向，就是放

开由企业进行技能等级评价，国家予以认

可。这项试点工作已经启动。”

李长进委员和焦开河委员所在企业

就在首批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中。据

了解，今年9月将公布第二批试点机构目

录，并从10月开始在全国开展职业技能等

级认定。试点机构要在规定的范围内开

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按照“谁评价、谁负

责、谁发证”原则承担主体责任。

张立新表示，长期的实践证明，企业自

主评价技能等级质量比较高，贴近生产实

际，深受职工欢迎。在放开企业技能等级

评价的同时，还将与有关部门一起建立社

会职业技能等级评价体系，面向社会认定

一批机构，按照社会化、市场化、科学化方

向逐步放开认定工作。“政府要从直接冲到

一线去鉴定，转为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监

管，加强待遇的对接，充分放权给市场。”

此外，张立新还表示，粤港澳技能人才

职业资格互认工作也已经开始，逐步实现

内地与港澳职业标准的对接，在大湾区形

成统一规范，促进大湾区职业人才评价。

“我们企业很多项目都在深山老林、

荒郊野外，职工工作条件艰苦，业余生活

单调，一些职工尤其是年轻职工不适应这

种生活，容易产生心理问题。现在，我们

正在项目工地上建设‘幸福之家’，为农民

工提供生活便利、娱乐项目、心理帮扶等

服务，很受农民工欢迎。”说起职工健康话

题，中国铁路工程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李长进委员“秀”起了企业实施的一

项“员工关爱计划”行动。

职工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受到公众关

注。这种关注也投射到了今年的全国两

会上。3位代表委员就此发声，呼吁加大

监测和干预力度，从降低职业紧张和生活

压力等途径入手，让职工少一些“心事”，

以健康的身心状态投入工作中。

2016年～2017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俞文兰教授带领团队开展了一次以

女职工为对象的调查，涵盖的群体来自医

药卫生、石油化工、机械制造、电子、冶金、

铁路、金融、行政机关等 10 多个行业，有

67687 人。结果显示，有六分之一的女职

工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有三分之一

的女职工可能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倾向。

调研结果还显示，心理健康问题影响到女

职工生理健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孙承

业委员认为，职工对心理健康的需求越来

越大，但社会各界对此关注度还远远不

够，亟须对此进行研判。

对于造成职工心理健康问题的成因，

许多代表委员分析认为，除了生活压力，

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职业紧张”。“‘职业

紧张’已经成为现代职业人群最为突出的

健康问题之一。”孙承业委员说。

从事健康咨询工作的厦门市丽行公

益慈善会发起人刘丽代表注意到，“职业

紧张”对人们精神健康有着很大影响。她

经常为小区居民和企业职工举办健康知

识讲座，一些工作压力较大的职工表现出

了更多的咨询求助愿望，而这种愿望源于

工作生活中的苦闷无处排解。

一项针对350多名新疆沙漠油田作业

人员“职业紧张”状况与高血压关系的调

查结果显示，由于职工在偏远地区工作，

工作之余缺乏有益身心的休闲活动，平常

与人交际较少，工作性质单一，工作压力

日益积累，人们自我调节压力的能力降

低，紧张的情绪得不到释放，更容易患高

血压等慢性病。

“预防这种局面，企业可以采取多项

措施。”孙承业委员建议，企业管理者应制

定预防“职业紧张”系列措施，从改善工作

环境和优化劳动组织管理入手，引入专业

力量对“职业紧张”进行监测，提高职工自

我保健意识，同时通过开展心理咨询和辅

导等干预措施，使职工紧张情绪得以舒

缓，全面提高职工身心健康水平，让职工

以更佳状态投入到工作中。

孙承业委员和李长进委员都推荐一项

措施——员工帮助计划（EAP），核心内容

是为员工提供专业心理诊断和建议。这项

风行于欧美尤其是世界500强企业的员工

福利，近年来也在国内不少企业得到推广。

李长进委员介绍，在不断改善职工工

作环境的同时，他所在的公司成立了专业

心理咨询师团队，及时发现和干预职工心

理问题。这项举措实施两年后，职工心理

问题发生率大幅下降。

刘丽代表则发现，一些企业在开展职

工心理辅导方面专业力量不足，影响成

效。她建议，适应企业和职工对心理健康

服务需求日益增加的实际，应该大力培养

心理咨询专业人才，并建立健全心理咨询

网络，加强心理咨询服务工作。企业在对

职工开展心理辅导的同时，还应该营造健

康、安全、舒适的工作场所，开展有益身心

的文化活动。

●新闻链接

什么是EAP
EAP（EmployeeAssistanceProgram）即

员工帮助计划，是企业组织为员工提供的

系统的、长期的援助与福利项目。其核心

内容是通过向一个企业或组织机构内的

员工提供关注个人心理和行为健康的各

种服务，来提升员工的个人生活质量和工

作绩效，从而使员工个人和组织都受益。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企业规模

不断扩大，出现了越来越多跨国企业，领导

层流动性增加，员工离职率增加等问题出

现，引起了管理者的重视。同时，一些国家

的政府对EAP的态度越来越积极，认为EAP

不仅给企业带来收益，也给社会带来好处，

因而EAP在政府部门、军队得到广泛应用。

近年来，这项风行于欧美尤其是世界

500强企业的员工福利，也在我国不少企

业得到推广。

（来源：工人日报）

条件成熟后推广，等级证书享受国家职业资格评定同等待遇

职工心理健康成为代表委员热议话题

在职工心里种下“太阳花”

■代表委员呼吁让职工少一些“心事”，以健康的身心状态投入工作中。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