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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那关爱群众的一颗心
若 瑜

对淘汰落后企业的职工安置情况
实施动态监控，为失业职工社保关系接
续开通“绿色通道”⋯⋯面对淘汰落后
产能即将引发的失业潮，唐山人社部门
事前介入，事中服务，事后跟踪，努力让
职工无后顾之忧。

自去年 9 月 15 日至 10 月底，唐山
市古冶区共关停焦化企业焦炉 30 座，
涉及职工约 4100 人。可是连相关企业
都没有想到，职工“饭碗”这样棘手的问
题，居然解决得如此圆满。

一切的工作都是未雨绸缪。早在
去年 3 月，古冶区人社局就主动联系全
区钢铁、焦化企业，对淘汰落后目标及
企业用工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摸底调查，
找准了服务方向。随后，他们又对职工
提供分类服务，鼓励他们凭借技术优势
跳槽；对于因年龄较大、身体状况欠佳
而愿意下岗的职工，人社局详细了解了
社保缴费等相关内容，切实保障下岗失

业人员的合法权益；针对需要就业援助
的人员分类建立台账，同时在全区广泛
征集岗位，引导原企业和其他企业优先
吸纳下岗职工。为尽量拓宽就业渠道，
该区还专门奔赴丰润、滦县等周边区县
考察，与部分钢铁、焦化企业进行对接，
尽一切可能开通再就业“直通车”。经
过多方努力，不仅使涉及淘汰落后产能
的所有职工都得到了妥善安置，而且还
富余出了 700 多个用工岗位。原汇丰
焦化工人李建国高兴地说：“我在新岗
位比以前赚得还多。没想到，‘下岗’成

‘升迁’了！”
古冶区的做法，只是唐山成功安置

淘汰落后产能企业职工的一个缩影。
2013 年，唐山市共压减炼铁产能 362 万
吨、炼钢产能 620 万吨、焦化产能 315
万吨，在全面完成年度压减任务的同
时，没有发生一例因职工安置问题引发
的社会矛盾。

产业转型升级往往伴随着员工下岗、失业——

唐山巧解难题唐山巧解难题：：压产能又保就业压产能又保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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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道“去哪儿”了
王 晋

本版编辑 佘 颖

2013 年，唐山市就业技能培训 28353 人，帮助职工实现再就业。图为国内知名焊

接专家、优秀焊工吴振坤正在对年轻人培训焊接技术。 董 钧摄

在人潮汹涌的北京新世界商场附近，

一位盲人拿着盲杖在一个台阶前敲击着，

犹豫着。这是一处不规则的台阶，很难通

行。笔者赶紧上前扶着他走过这段路。

他问我：“这段路没有盲道吗？”我看了看

前路，有的地方盲道是中断的，有的地方

盲道地砖坑洼不平，有的地方停满了小汽

车、自行车⋯⋯把他送到一处盲道稍显正

常的地方，笔者与他告别，但心里一直惦

记着，盲道“去哪儿”了？

稍加留意，笔者发现盲人出行真可谓

“步步惊心”：很多地方没有盲道，有些商

家在盲道上铺上了红地毯，有的盲道暗藏

陷阱，有的被汽车和小摊挤占、沦为“忙

道”⋯⋯还有网友贴图晒出了走盲道的 N

种后果：“百米 35 处 Z 字转弯”、撞上电线

杆、掉进下水道、撞上汽车，有的盲道甚至

会把人导入河里⋯⋯看到这些“奇葩”盲

道，真为盲人出行捏把汗。北京是个国际

大都市，盲道的管理都如此混乱，别的地

方情况更不容乐观。

2001 年施行的《城市道路和建筑物

无障碍设计规范》规定，“盲道应连续，中

途不得有电线杆、拉线、树木等障碍物”。

2012 年，国务院发布实施了《无障碍环境

建设条例》，成为我国第一部关于无障碍

设施的行政法规。无障碍，是残疾人最具

体最现实的诉求之一，是他们走出家门参

与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残疾人与健全

人享有平等的权利，无障碍设施是他们能

够实现这一权益的必要方式。当这些设

施遭到破坏时，就等于变相剥夺了他们的

权益。已建设好的盲道因管护不力而派

不上用场，也是一种资源浪费。

为什么这么多明眼人看不到盲道之

“盲”？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事前的规划

设计不合理、不科学，有章不循，致使盲道

铺设不标准、不规范、不够人性化；二是监

管主体不明确、监管形同虚设，一旦盲道

铺设好后，几乎没有任何事后监管、维护

的措施跟进。说到底，是一种人文关怀的

缺失。

都说“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种美

好，不应仅是健全人的感受，更应是残疾

人等弱势群体的感受。能否给残疾人等

弱势群体关爱，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文明

和谐的底线，却是不少城市的短板。有网

友感慨，在一些发达国家经常看到残疾人

出行，但在国内却很少看到残疾人。是我

国的残疾人数量少吗？并非如此。数据

显示，我国有 8500 多万残疾人，关系到 2

亿多残疾人亲属，残疾人很少出行的原因

还在于出行条件不够安全方便。

让残疾人能安全出行，是一个不容忽

视的民生问题。期待各地能出台切实举

措，确保盲道不“盲”。

2 月 18 日，列车员在成都开往广州 K194 次的列

车上发放就业信息宣传单。

新华社记者 薛玉斌摄

2 月 18 日，列车员在成都开往广州 K194 次的列

车上发放就业信息宣传单。

新华社记者 薛玉斌摄

“钢城”唐山转型，原先最令人忧心

的职工大规模失业问题没有出现，这是

值得庆贺的。唐山市采取的事前摸底、

动态监控、拓展产业等各项措施，因有的

放矢从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当前经

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

这些措施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但更值

得学习的，是唐山市那一颗关爱群众、把

群众就业放在首要位置的心。

用不用心，效果完全不一样。如果

不用心，唐山市大可把工人下岗失业推

到转型难免的“阵痛”上；如果不用心，他

们不需要专门奔赴丰润、滦县等周边县

区寻找就业机会；如果不用心，他们不可

能及时出台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意

见。所以，唐山最值得骄傲的，不是胜利

完成了去年的年度钢铁产能压减任务，

而是没有发生一例因职工安置问题引发

的社会矛盾。

眼下，各地都有许多企业在喊招工

难，许多求职者在找工作。我们也欣喜

地看到，各地政府都在积极为辖区的企

业和用工者搭建沟通平台、创造就业创

业机会。江苏省泗阳县的用工 QQ 群、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的“自主创业示范

街”等，都是用心的创新之举。希望“有

心”的地方政府越来越多，有工作的群众

也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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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泗阳县：

招聘活动成品牌

本报记者 薛海燕 通讯员 张耀西

盲道被汽车占据，让盲人出行非常

不便。 （资料图片）

合 力 实 现“ 大 转 移 ”

鼓励企业发展第三产业，采取多种
形式使富余职工转移到企业内部的新岗
位，这在唐山有着成功的经验。

去年 12 月 26 日，唐钢浦项(唐山)新
型光源有限公司揭牌并正式投产，这是
唐山钢铁集团公司启动运营的第 23 个
非钢产业项目。自 2010年以来，唐钢已
有 1.6 万 人 告 别 70 年 的 主 业 ，进 军
LED、房地产、物流等非钢产业，悄无声
息地完成大转移。

转至非钢产业后，曾经富余的职工
不仅不再是企业的“包袱”，而且成为了
在新平台上创造新业绩的“财富”。目
前，唐钢的非钢产业在消化了约 10 亿元
人工成本的基础上，已实现了全面盈
利。按照公司总体规划，到 2015 年，公
司还将转移职工 6000 人，最终完成 1.5
万人留在钢铁主业、2.2 万人走上非钢产
业岗位的大转移。届时，非钢产业的贡
献率将与唐钢主业平分秋色。

转型的不仅是唐钢。近年来，一些
“矿老板”也逐渐淡出钢铁行业，转至文
化产业、服务业、现代农业等领域。

王国奎曾在唐山迁西、内蒙古经营
两家铁矿。2010 年，他退出矿业，投资
2 亿元创办的和合婚庆文化产业园，成

为华北规模最大的婚庆文化基地之一，
不仅为广大市民提供了高质量、低价位
的服务，营造了免费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而且提供了 1200余个就业岗位，预计实
现年营业额 1 亿元，税收 1500 万元。“以
前铁矿的技工因为有技术不愁饭碗，普
工就都跟我搞文化产业了！”王国奎说，
企业不但没有一个职工因转产失业，而
且又吸纳了更多的人就业，职工们的收
入水平还普遍提高了。

在“王国奎们”的激励下，唐山越来
越多的“矿老板”告别了钢铁行业。为
此，唐山市出台多项引导和扶持政策，成
为矿产企业带领职工转型发展的“幕后
推手”。去年 9 月，该市出台政策，按照

“非禁即入”的原则，鼓励和支持民营资
本进入国家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
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战
略性新兴产业等行业和领域，并加大了
财税扶持力度，强化了土地支撑。同时，
唐山还出台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意
见，对符合国家宏观政策、产业政策和区
域发展政策的工业、商业、外贸和现代服
务业等小微企业，在信贷投放等方面加
大支持力度，在保障转产企业健康发展
的同时，保住广大职工的饭碗。

“钢铁之城”唐山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阵痛——到 2017 年，全市

要削减 4000 万吨粗钢、2800 万吨炼铁和 800 万吨焦炭的落后产能。

对于以“钢铁”行业为产业支柱的唐山而言，此举不仅可能使全市

GDP“伤筋动骨”，更影响到一个庞大职工群体的饭碗：据测算，仅压减

4000 万吨粗钢，就将直接影响从业人员 6 万人，而按照钢铁产业 1∶5 的钢

铁行业间接就业人员计算，将影响 30 万人就业。

一边要压减钢铁行业产能，一边要保住职工饭碗，唐山，打响了一场

艰难的“职工饭碗保卫战”。

职 工 下 岗 不 失 业

谁也不会想到，江苏省泗阳县今年的“春风行动”
启动不久，就有 12610 人与县开发区的企业签订了就
业协议。如此快的速度，与该县的一系列创新举措密
不可分。

2 月 7 日，星期五。泗阳县人力资源市场大厅内，
来自县内外的农民工熙熙攘攘，争相应聘。进场的农
民工有的在咨询，有的在选择，有的在填表。本次招聘
会上，东滢服饰、好易纺织、凯烽照明等 20 家企业进场
招聘，带来缝制工、电器操作、冲床等 653 个岗位，287
人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

泗阳县委书记李荣锦介绍，每周五县里都在这里
举办现场招聘会，为进场招工的企业和应聘的农民工
提供及时免费的服务。“周五招聘”成了大集招工的有
益补充。今年以来，该县先后举办了 6 场“周五招聘”，
2274人在这里圆了自己的就业梦。

除了现场招聘，泗阳县还有一个远近闻名的招工
“QQ 群”。

“曹主任，我们厂里急招 20 名操作工，请帮忙发
布。”2 月 12 日，泗阳县就业管理处副主任曹正兵的电
脑上，“泗阳县经济开发区劳务 QQ 群”的群员头像不
时地跳动。曹正兵点击一个名叫“风正一帆悬”的头
像，窗口立即显示出这条用工需求。

这个招工“QQ 群”是曹正兵于 2012 年底创建的，
共有 184 名群员，其中有当地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
有企业人事部门负责人，有中西部地区市县人社局的
领导，也有中西部地区劳务中介的联系人。

平时，曹正兵和同事们忙完人力资源市场招工的
工作，就去“QQ 群”中询问企业的需工人数、技术工
种、薪酬待遇等信息，再通过“QQ 群”向所有群员公开
发布，帮助企业招工。据泗阳县人社局局长彭琼介绍，
去年以来，招工“QQ”群发布的劳务信息、招工信息、用
工信息超过 1200 条，先后帮助本县千仞岗服饰、万旭
电子、新创雄等企业招工 3620人。

“省外招工”也是泗阳“春风行动”的一大亮点。泗
阳把建立外省劳务输入基地作为解决企业用工难题的
关键措施之一，先后 7 次组织 10 余家企业远赴云南、
贵州、安徽、河南等地招工，并且与当地劳务输出部门
签订长期劳务输入协议，同时在这些地方设立劳务输
入办事处和联络点，已为本地企业招揽了数千名员工。

江西省南昌市：

广搭平台促就业

本报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日前，江西财经大学、江西中医药大学的 46 名大
四学生进入江西天佑集团进行岗前实训，不久后，他们
就将成为这家企业的正式员工。

“政府部门牵头，让我们提前介入到学校教学里，
从校园开始培养学生，实习结束以后到我们公司正式
上岗，解决了我们人才梯队建设问题。”江西天佑集团
人力资源总监桂训木说。

近年来，南昌市东湖区全力打造就业品牌，在江西
省率先开通了“就业直通车”，将政策、岗位、技能送进
社区、校园、农村，为百姓就业提供了“一站式”综合服
务。区里还打造了全省首条下岗失业人员“自主创业
示范街”，建立了南昌市首个校园创业孵化基地。基地
对入驻的大学生免除工商、税务登记等 26 项行政事业
性收费，帮助大学生实现创业梦想。“这个平台入驻项
目有 45 个，带动 260 多名学生创业，促进了学生的创
业能力、创业精神提升。”东湖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
负责人石升明介绍说。

广搭就业平台，有力带动了东湖区创业就业。5
年来，全区实现零就业家庭安置率 100%，新增城镇就
业人数 4.5 万余人，再就业小额贷款发放近 1.15 亿
元。东湖区区长贺瑞虎表示：“下一步，东湖区将着重
建设家庭服务业、散工超市劳务市场、开办社区职场求
职模式等就业平台，把创业就业做得实实在在。”

放眼整个钢铁行业，钢铁企业的主
营业务普遍表现艰难。根据中国钢铁工
业协会数据，2013 年 9 月份，国内大中
型钢企实现利润总额为 32.66 亿元，但

“主要是受到投资收益增加的影响”，钢
铁主业还处于亏损阶段。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张长富日前感慨，2013 年 1 至 11 月，钢
铁行业利润共计实现 161.8 亿元，行业
销售利润率仅为 0.48%；其中钢铁行业
主业实现利润 58 亿元，但测算下来 1 吨

钢只能够挣 1斤猪肉的钱。
同时，钢铁企业还频受环保整治措

施的影响，转型升级迫在眉睫。目前，内
蒙古包头、四川攀枝花、辽宁鞍山等过去
以钢铁闻名的城市，都走上了转型之
路。例如，攀枝花提出到 2020年建成全
国最大、国际领先的钒钛产业基地，还将
建设中国阳光花城；鞍山则将钢铁深加
工产业、菱镁新材料产业、装备制造业、
激光科技业、高端泵阀业、精细化工业等
作为下一步发展的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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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城”不约而同要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