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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后”的心思——

有点积蓄，更要有点本事
本报记者 苏 琳

“就近入学”动真格儿？
韩秉志

本版编辑 佘 颖

近日，教育部连续出台文件，直指“小

升初”乱象。根据规定，北京等 19 个大城

市小学升初中要实行划片免试就近入学，

90%以上的初中要实现划片入学。北京

市教委也提出，要将优质高中指标 30%下

放到各初中，减缓“小升初”的择校竞争。

种种规定，被媒体称为“小升初”“新

政”。其实，“新政”并不新。早在去年 8

月，教育部在发布《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

的征求意见稿时就明确提出，各地要严格

实行免试就近入学，招生不依据任何证书

和考级证明；实行信息公开，县区教育行

政部门要利用网站等多种方式，向社会公

开每所小学和初中的招生计划、范围、程

序、时间和结果等。此次教育部公布文件

不久，19 个重点大城市也回应，已有就近

入学政策，不少地方甚至已“落实”多年。

政策虽有，是否真正落实到位，仍有

待考证。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的一项调查

显示，北京市未公开小升初录取结果。检

索北京市教委、17 个区县教委和考试中

心的门户网站，只有海淀区教委公开了部

分推优生和特长生录取名单，但并没有招

生比例、划片范围等实质内容。而北京市

东城、西城、海淀、朝阳 4 区的 18 所热门小

学网站上，均没有公开划片范围、推优名

单或特长名单，有的学校网站甚至根本没

有开设招生专栏。

为何不敢公开？恐怕是因为见不得

阳光。屡禁不止的择校、学区房的热炒，

无不直指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众所周知，

小升初“择校热”的根源，在于校际差距

大，发展不平衡。学生选择良校本无可厚

非。买棵白菜尚且要挑挑拣拣，何况教育

大事？在学校差距大、信息不透明的情况

下，想要家长服从派位、划片并不现实。

正如不少专家所指出的，教育部“铁腕”

下，仍在初中部分留下 10%的空子。若这

10%的入校生不张榜公开，很容易助长腐

败。同理，目前北京仅“小升初”招生渠道

就有坑班“点招”、共建生、条子生等 10 余

种，虽然强调就近入学，各校却并不公布

有多少比例的学生来自片内，这就让灰色

渠道有机可乘。

那么，如何堵住各种暗道？当务之

急，是相关教育部门和学校公开招生信

息，接受社会监督，排除暗箱操作，营造一

个公平的招生环境。否则，空谈政策，无

助于缓解“择校热”，只会逼家长上演当代

版的“孟母三迁”。

另外，从根本上说，要实行就近入学，

靠强制改革招生方式远远不够，必须在缩

小校际差距方面下功夫。只有公立学校

师资和硬件设施均衡了，优质教育资源的

分配更加公平，才能真正告别择校，这才

是实施“就近入学”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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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农民工就业能力，近年来，各
地、各部门积极统筹开展农民工培训工
作，大大提升了中青代农民工的技术“含
金量”。

农民工变成“金蓝领”

2009 年，走出乡村 3 年后，只有初
中学历的孙玉海考取了山东省“金蓝领”
高级技师资格。

8 年前，这位山东省莒县长岭镇前
夏庄村的农民进入青岛港港机分公司。
工作的第一年，孙玉海就考取了山东省

“金蓝领”技师资格证书；第二年，他代表
青岛港参加全省港航系统劳动技能大
赛，从上百名选手中脱颖而出，夺得焊工
第二名。随后两年，他参加青岛港技能
资格考核和技术比武大赛，均获焊工比
赛第一名，被集团评为“优秀农民工”。

“现在，我每月挣 6031 元，只比魏建
平少 33 元。他可是港院职业技术学院
的大专毕业生啊。”孙玉海颇为得意地
说，“只要掌握技术活，我们农民工也能
跟正式工一样同工同酬。”

青岛港有 2.4 万职工，其中农民工
占三分之一。使用农民工 20 多年来，青
岛港始终把他们当成港口发展的主力
军，坚持“用人而不是用工”的理念，帮助
农民工提高技术、岗位成才。青岛港每
年投巨资开展培训，提升农民工业务素
质。一大批农民工练就了自己的岗位

“绝活儿”，过去只会搬搬抬抬的农民工
成为有高技能的“金蓝领”。

孙玉海庆幸自己还不到 40 岁就挣
到比自己父母一辈子的收入还要多的
钱。他说，“有本事才是最重要的。只要
有技术，不愁挣不到钱”。

如今，像孙玉海一样，越来越多的农
民工经过培训和专业认定，正成为拥有
一技之长的“职业农民工”。

他们的背后，是各地、各部门开展就
业培训的身影。为适应以技能促进就业
的发展需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
育部、科技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及工
青妇等单位发挥各自优势，大力开展农
民工就业技能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
和创业培训。同时，各地技工院校和职
业培训机构也积极推广订单式培训、定
向培训、定岗培训等培训模式，增强培训
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交通运输等部门积
极推进建筑工地农民工业余学校建设，
对农民工上岗前进行引导培训，安监部
门还积极检查督促企业落实先培训后上
岗和依法持证上岗制度，加强农民工安
全培训。

“城归”创业受欢迎

家住陕西省杨凌区崔东沟村的徐茸
利是当地培养出的 500余名本土农民技
术员之一。凭借过硬的果树嫁接技术，
她不用到城里打小工，而是到各地农村
干嫁接技术活，一天最多能赚 300元。

2013 年 8 月，农业部启动了新型职
业农民培训试点，各地以农民需求为导
向，贴近产业需要和基层实际，不断增强

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在土地
流转、金融保险、生产补贴等方面予以重
点倾斜，提高农民自我发展能力，为农民
增收致富奠定坚实基础。

近年来，有点技能、有点资金、有点
营销意识、有点办厂能力和对农村有感
情的“五有”农民工应运而生。人们称这
些回乡创业的“五有”农民工为“城归”。

河南汉子樊明，“北漂”京城四五年，
先后做过医院护工、清洁工、搬运工、快
递员，干了近 10 个工种。可是，每天苦
干 10多个小时，却收入寥寥。

2013 年，樊明用积攒下的近万元
钱，买了一台单反相机，到中艺影像学校
报了一个摄影班。3 个月后，他学成回
乡，干起了旅游摄影。靠着这技术，樊明
有了固定工作，收入也多了起来。

为鼓励“城归”农民工返乡创业，兴
办经济实体，人社、财政、人民银行、农业
等部门组织开展专题调研，落实贷款支
持等创业扶持政策。通过扶持“五有”农
民工（城归）返乡创业，并提供农民工返
乡创业的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农民工
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充分就业。

天刚亮，在位于湖北省郧县青山镇的湖北诚者茶
业有限公司高效生态茶园，公司总经理陈哲就和住在
邻近的工人一起给茶树修剪、施肥。茶树间，土鸡在悠
闲地啄食。

大学毕业后，陈哲和许多年轻人一样，不愿守在家
乡，赴武汉打工。2011 年春节，父亲跟他聊天时说：

“村里人大都出门打工，茶园多数荒了。有些人趁机从
外地购买廉价茶叶，却打青山茶的品牌，把青山优质茶
的名声都搞坏了。在青山做茶是做不成了！”这一番
话，让陈哲深感震撼。

经营茶叶 20 多年的父亲被迫决定放弃老本行，这
种无奈深深地刺痛了陈哲。“不能眼看着村里的优质资
源白白浪费，而乡亲们还在过苦日子。”陈哲毅然辞职
回乡种茶。

返乡后，陈哲详细调研，撰写了一份 300多页的郧
县茶叶产业升级报告，得到县政府的认可和支持。他
贷款 500 万元开始创业。2012 年，他成立了茶叶加工
销售龙头企业——湖北诚者茶业有限公司，统一注册
商标，并成立了茶叶专业合作社，采取“公司+基地+农
户”的经营模式，为茶农提供产销“一条龙”服务。

经过两年努力，诚者茶业已发展为拥有 12 个茶叶
分场、5 万亩茶园的茶叶大户，年产茶 100 余吨，产值
3500 多万元，销售收入 2680 余万元，带动 3000 余户
群众脱贫致富，被十堰市人民政府评为农业产业化市
级“重点龙头企业”。公司生产的“青山凤舌红茶”系列
产品供不应求，茶产品先后获得第八届、第九届中国武
汉农业博览会金奖。

陈哲告诉记者，创业的过程很艰辛，但是通过自己
的努力，让乡亲们发展茶产业后生活越来越富裕，感觉
很踏实、很幸福。

如今，陈哲正在构想马年新规划：建设生态文化茶
场。“把茶叶和文化创意结合在一起做文章，通过举办
茶文化节、品茶论道活动等方式，让青山茶的美誉走出
大山，让青山镇茶农的腰包也鼓起来。”陈哲说。

一技在手 立足不难
苏 琳

2.69 亿农民工，一个庞大而特殊的劳动群体。他

们的户籍在农村，工作生活却在城镇，从事非农产业。

他们是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也

是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

就业是农民工在城市的立足之本。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并对农

民工同工同酬、在城镇落户、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等方面作出全面部署。

一直以来，党和政府对农民工群体高度重视，不断

采取措施保护其合法权益，形成了多部门齐抓共管的

良好局面，农民工就业创业环境不断好转。

尽管如此，由于农民工普遍存在受教育程度低、不

懂技术等问题，使得他们找起工作来难度更大，挑选余

地更小，更难适应新的岗位。

一技在手，走遍天下都不怕。成为“金蓝领”高级

技师的孙玉海，因为有绝活，又肯干，在受到企业赏识

的同时，享受了与正式工乃至同年入企的高校毕业生

同工同酬的待遇；河南汉子樊明，在漂泊中悟出要想找

到自己满意的工作，就必须有本事；徐茸利，因为掌握

了果树嫁接技术而成为种植专业户。他们有一个共同

特点，就是靠技能选择工作，实现素质就业，进而提高

自己的生活质量。

为实现充分就业，我国提出“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

的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加强创业培训和再就业培训”，

这自然也包括对农民工的培训。充分就业是高质量的

就业，是人人有知识、个个有技能的素质就业。国家对

技能人才的呼唤，企业对劳动者技能的需求，市场竞争

就业对劳动者特别是青年劳动者的要求，正是素质就

业的现实背景。

实现素质就业的根本途径在于加强职业培训，对

农民工尤为如此。因此，推进农民工素质就业，就要提

供更多针对其就业需要的职业培训，着力提高他们进

入非农产业的就业能力和技能水平。

对在职农民工，要通过普遍开展岗位培训，推动校

企合作，并与使用、激励相结合，为他们提高素质水平

构建上升通道。

陈哲正在查看茶叶长势。 魏劲松摄

春节过后，不少招工单位发现，回到
城里的农民工开始“挑”工作了。有专家
分析，这是因为许多农民工利用春节返
乡的机会给自己“充电”。技能提升了，
再找起工作来，自然更有底气。

挑到更好的工作

小邓在家乡接受了有关消防、空调
等管道布线的培训，所以来到北京后，他
很顺利地找到了工作。但他觉得，布线
虽然专业，但是技术范围太窄，不利于自
己今后的发展。于是，他参加了一个家
庭装饰装修的培训班。培训毕业后，小
邓跳槽到一家装修公司。他说，“培训大
概花了 4000 块钱，对我来说不是个小
数目。但为了以后能发展得更好，这些
投入是值得的”。

现在，像小邓这样的年轻农民工越
来越多。对他们来说，挣钱固然重要，但
是今后的发展更重要。尤其是国务院发
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培训工作的
指导意见》之后，劳务输出地纷纷加大了
对外出务工者的就业技能培训，劳务输

入地有关部门和企业则加强了对务工者
的技能提升培训。“有技能才能找到好工
作”已经得到新生代农民工的普遍认同。

相关调查表明，受过培训的农民工
平 均 收 入 比 简 单 体 力 劳 动 者 高 出
25.44%，每年能增加收入约 1500 元。

“当前，农民工就业已经进入了以技能促
就业的阶段，缺乏技能是农民工成长为
现代产业工人的主要障碍。”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说。按照人社
部今年启动实施的“农民工技能提升计
划”，每年将培训 1000万名农民工。

“到 2020 年，新生代农民工都能够
得到一次政府补贴的就业技能培训，拿
到证书，找到工作，提升技能，增加收
入。”杨志明说。

参加合适的培训

技校毕业的小许，在校时已经拿到
了相关技术的中级证书。工作后，他希
望参加一些更高等级的培训。但是咨询
了多个培训班后，他发现，这些培训班进
行的都是初级培训。他很疑惑，有一定

技术基础的人该去哪里培训呢？
“调查显示，大约 60%至 70%的农

民工都要求参加相关职业技能培训。但
与此同时，许多地方组织的培训往往又
招不到人。出现这种反差的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培训不对口，没有做到适应市场
需求、适应岗位需求。”全国总工会保障
工作部部长邹震说。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
产业转型，对劳动者素质要求越来越
高。为此，必须通过有针对性的培训，使
大多数农民工由普通工人成长为技术工
人，有条件的成长为中高级技能人才，优
秀的成长为技师，使农民工成为“中国制
造”走向“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下功
夫对 20、30 岁的新生代农民工加大投
入，加强技能培训，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战
略措施。”杨志明说。

据了解，2014 年，各级工会将继续
发挥工会“大学校”作用，至少对 100 万
名职工实施技能提升培训，其中获得初
级以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人数争取占
到培训总人数的 80%，获得中高级工以
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人数占培训总人
数的 30%。

尊重技能的“含金量”

目前部分职工不太积极参加技能培
训，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觉得培训不培训
一个样，在技能等级评定及薪酬上没有
太大区别。

“必须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尊重技能、
重视技能培训的氛围，从技能评定、薪酬
等方面，充分体现出不同技能等级的含
金量。”邹震说。

按照《企业职工培训规定》，企业每
年应该拿出职工工资总额的 1.5%用于
职工培训。但实际上，不少企业的培训
经费并不能真正落实。“所以必须强化规
章的强制性和执行力。”邹震说。

而根据北京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公布的工资指导价，2013 年，一些技
能等级较高的工种，如机修钳工、焊工、
部件装配工等，年收入可达十七八万元，
部分地区锻工、铣工、钻头工等稀缺工种
的工资增幅超过 40%。“要保证工人工
作的技术含量提高了，工资待遇也因技
术等级的不同而有差别。”邹震说。

市场的“提醒”——

想换好工作，先有好技艺
本报记者 陈 郁

点 评点 评

2 月 20 日，求职者在查看招聘信息。当日，合肥市瑶海区在辖区和平广场举办

“春风行动”大型广场招聘会，提供就业岗位约 8000个。

新华社记者 杜 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