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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说纷纭

职工有话

青年就业服务“贴身”更要“贴心”

热点聚焦

让“安全第一”更加深入人心

时值就业季，不少青年此时正在经

历找工作的喜悦和烦恼。近日,人社

部、共青团中央聚焦失业青年，决定启

动“青年就业启航计划”，明确将 16 岁

至 35 岁的失业青年请出家门，为他们

提供一揽子就业帮扶服务。

“将失业青年请出家门”，一个“请”

字体现出政府对青年就业群体的高度

重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就

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在推

动就业优先的过程中，青年群体被视为

重要且宝贵的人力资源。近年来，高校

毕业生数量持续走高。据统计，今年应

届高校毕业生将达834万人，再创历史

新高。此时把青年就业群体放在就业

工作的重要位置，是务实之措，也是必

要之举。

一个“请”字，还体现了政府引导青

年就业观的“贴心”转变。与父辈“铁饭

碗”时代不同的是，随着“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进一步深入，现在年轻人有

更多机会实现自主就业。这些年发生

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大学生就业的核

心问题从过去“就业难”向“择业难”转

变，“择业”本身就带有强烈的主观意

识。在这样的情形下，政府部门站在待

就业青年角度，想青年之所想，急青年

之所需，扮演“就业之友”的角色，值得

赞赏。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毕业

即工作”的传统就业观念正在青年人

中间松动，“慢就业”“错峰就业”等新

观念悄然兴起。对刚走出校门的青年

人来说，选择“延迟就业”未必是缺乏

就业能力，也很可能是一时无法确定

就业方向，或处于对就业岗位“眼高手

低”的矛盾之中，或正在经历创业失败

后的平复期。他们更需要的，是通过

合适的方式，来引导调动其主动就业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此时，国家发力

让失业青年走出家门，有更多与社会

接触交往机会，对青年积极就业观的

养成非常重要。

当前，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

势下，广大中小企业和基层地区对宝

贵的青年人力资源求贤若渴。不可否

认，有些青年确实是囿于专业错位或

能力限制，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当

然也不排除有的青年习惯了安逸生

活，抱着“宁愿没事做，不去找工作”的

心态，不愿走出家门。对待业青年来

说，能力问题也好，价值观念也罢，计

划的适时启动，都对他们提升就业能

力、了解就业市场大有裨益。

青年就业启航计划的出台，对政

府部门如何完善就业服务机制也是一

种启发，那就是要根据服务对象的就

业观来开展工作。广大青年对“有好

工作”的期待，对公共就业服务提出了

更高要求。因此，对于青年就业群体

的就业指导和公共服务，不是简单提

供几条就业信息，要充分考虑他们的

个人感受，在服务方式上更加贴心。

可以预见，随着时代进步，公共就业服

务对象的范围将会更广，服务内容和

服务方式也将与广大青年的就业观念

同频共振，最终让更多有志青年怀揣

梦想，有底气去奋斗打拼。

（韩秉志）

每个人都有
“不能拼”的时候

“无论业绩好坏，职位高低，也不管是老

员工或者管培生，不管是身体原因还是家庭

原因，凡是不能拼或者拼不动的，都要淘汰掉

或协商解决掉。”这是某互联网公司最近被曝

光的内部邮件，除了“不能拼的人”，被列入淘

汰标准的还有“绩效差的人”“性价比低的

人”。消息一出，在网上引发热议。

企业不养闲人，这是一般常识。如对绩

效差的人“末位淘汰”，虽然在法律上有一些

争议，但仍在可理解的范围内。而对“不能拼

的人”也一概淘汰，就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

了。正如邮件里说的，“不管是身体原因还是

家庭原因”，这都是主观性理由，给人感觉是

企业随时可以裁员。如此评价标准，不是公

然违反《劳动法》吗？再说说“性价比”，就更

令人无语了。“性价比”通常用来形容商品，这

里用在人身上，是对人的工具化、商品化。更

进一步，什么是人的“性价比”呢？倘若也没

有硬性标准，毫无疑问，这又不过是种“生杀

予夺”的借口。 （扶青）

频繁跳槽有多少恶意
当审慎判定

“个人频繁辞职和就业，信用将成问题。”

据4月7日《南方都市报》报道，近日，浙江省

人社厅副厅长的上述发言，引起了外界广泛

讨论。浙江省人社厅回应，正常的跳槽肯定

不会影响信用，针对的是恶意频繁的跳槽行

为，相关细则尚在研究中。

就像结婚和离婚是婚姻自由的两面，求

职和辞职跳槽也是就业自由的两面。实际

上，就业自由并非绝对自由，它有着法律和契

约规则的约束。

违反法律以及劳动合同或保密协议的频

繁跳槽当然是失信行为，理应受到征信机制的

约束甚至惩戒，但对于劳动者不受法律或劳动

合同约束的辞职跳槽行为进行征信约束，则可

能影响劳动者的正常就业流动，干预劳动者的

就业选择。评判跳槽行为的标准只能是法律

和契约，只要跳槽行为符合法律和契约，频繁

的跳槽也不宜定义为恶意。 （李英锋）

这则“通报批评”
何以暖心

4月1日，浙江省金华市磐安县公安局安

文派出所所长在工作群里发了一则“通报批

评”，“责令”该所一名住院期间回所加班的派

出所民警休养至病愈出院再回所继续工作。

这则“通报批评”是所长选择特定日子开的一

个诙谐的小玩笑，读来令人忍俊不禁，也感受

到一股浓浓的关切之意，让人心里暖融融。

这则小故事之所以受到关注，除了人们

从那位带病工作的民警身上看到自己和身边

人的影子，很多是从他的领导——那位可爱

的派出所所长身上收获了感动。他那种体现

对下属关爱的颇具喜感的表达形式，颠覆了

人们对单位领导一般威严、庄重的刻板印象，

也向人们传递了一种观念，即工作重要，身体

健康也不容忽视。 （毛同辉）

平安是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安全

第一”是最广泛的社会共识。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人命关天，发展决不能以牺

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必须作为一条

不可逾越的红线。”安全生产关乎人民

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只有时

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不断强化责任落

实、筑牢制度堤坝、织密防护网络，才能

防患于未然、守护好生命安全。

最近一段时间，接连发生的安全事

故，为人们一再敲响警钟。一些特大安

全事故，往往带有突发性、意外性、复杂

性的特点，看似防不胜防、难以避免，实

则萌生于日常被忽视的隐患、潜藏于不

负责任的细节。有数据显示，90%以上

森林草原火灾是由上坟烧纸、吸烟、烧

秸秆以及燃放烟花爆竹等人为原因引

发的；一些专家在分析170万宗事故后

认为，由于人为因素或不安全动作与行

为导致的事故，占了 88%。可以说，人

为疏忽与安全思想麻痹是最大的隐患，

而隐患往往最终酿成事故。因此，社会

方方面面，不管面对的是生产流程还是

生活空间，都应始终葆有安全意识、担

负起应有的责任，共同守护好安全的环

境。

一人负责一处安全，众人把关稳如

磐石。抓好安全问题，关键还得依靠制

度，以厘清各方责任、形成工作合力。

破解安全生产难题，离不开依法治理与

制度建设，需要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

治手段。事实上，补齐安全短板的过

程，就是在推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化、

法治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

意见》出台，我国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体

系不断完善，涵盖 11 部专项法律、3 部

司法解释、20余部国家行政法规、30余

部地方性法规、100 余部部门规章、近

400部安全行业标准。我们的安全底线

越来越高，责任体系越来越密，法治手

段越来越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

法规制度的落细落实，让排查风险更深

入、预警机制更灵敏、监管执法更有力，

以“万无一失”防止“一失万无”。

近年来，随着应急管理体系的健全

完善，全社会的应急反应能力和处置水

平都有了显著提升，有效减少了事故损

失。同时，一些地方出现的问题，也警

示我们要举一反三、亡羊补牢。要加强

预防工作，更有效地进行安全隐患排

查，盯紧安全链条的薄弱环节进行整

改，要更精准地识别灾情，救早、救小，

进一步提升专业救援能力。

安全生产必须警钟长鸣、常抓不

懈，容不得丝毫放松。近年来，经过共

同努力，我国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

转。面对安全生产的责任要求，任何时

候都不能麻痹大意。牢固树立安全发

展理念，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

第一位，将责任扛在肩上，为安全生产

架设“防火墙”，我们就能守护好美丽家

园，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 （李洪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