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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 雨来评一 周 漫

今日观察

画里有话

文/汐汐

数据显示，2023 年我国高校毕业生

再创新高，达到 1158 万人次比 2022 年

增加 82 万人。待业人数的增加，持续

高涨的考研热、考公热，都反映出就业

难的现状。而这边大学文凭满街跑，杀

出白菜价也无人要；那边技能人才缺口

大，开出高薪依然应聘者寥寥。“就业

难”与“技工荒”并存的结构性矛盾依然

突出。

目前，我国技能人才超过 2 亿人，

仅占就业人员总量的 26%，就业市场求

人倍率居高不下。人社部预计，到 2025

年，我国仅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缺

口将近 3000 万人，缺口率高达 48%。我

国高级技师占总体技工的比例仅为 5%

左右，远低于日本的 40%、德国的 50%，

且高级技师平均年龄接近 50 岁，青年

后备人才严重匮乏。

技能人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

造的重要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第

一次提出要把“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

作为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来培养。然而

在现实中，很多人对技工职业有着与生

俱来的傲慢与偏见。“学历不仅是敲门

砖，也是我下不来的高台，更是孔乙己

脱不下的长衫。”大多高校毕业生怀揣

白领梦、机关梦，渴望找个钱多活少又

体面的黄金屋，不愿放下架子做那“脏、

累、苦、险”的底层技工。

其实，职业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千

金在手，不如一技傍身。00 后小伙马

宏达“刮腻子”刮出了世界冠军，深圳

90 后职校小伙张华获得 160 万元高层

次人才奖励，18 岁技校学生取得物联

网技能比赛冠军后被企业以百万年薪

预订……近年来，越来越多人靠着一技

之长实现逆袭，人生之路越走越宽广。

这也与国家的相关政策密不可分，《关

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

意见》《关于健全完善新时代技能人才

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的意见》等文件，对

建立健全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

发展职业教育、提升技工收入待遇等方

面给出相关引导。

大力培养技能人才，是缓解就业矛

盾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对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市适时

推出一系列硬招实招，今年以来，完成

中式烹饪、家政服务、网络营销等职业

技能培训 13.69 万人次，新增技能人才

6.78 万人，新增高技能人才 2.04 万人。

笔者的一个亲戚经过培训，先后考取了

“金牌月嫂”和厨师证，如今天南海北到

处接单，月入数万元。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

大 典（2022 年 版）》中 净 增 158 个 新 职

业，对从业人员的技能素质不断提出新

的要求。无论如何，拥有一技之长，饭

碗才能端得更稳、吃得更香。希望越来

越多人转变观念，主动选择技能成才、

技能报国之路，化身就业市场的香饽

饽，成就自己的精彩人生。

拥有一技之长 饭碗更稳更香

马云回国了，在日本、泰国、澳大利亚游历了

一圈后，终于回来了。

这不该是新闻。马云不是贾跃亭，他既没违

法也未负债，出国玩玩，回来看看，来去自由。何

况，他的家在中国，无论身在何地，都阻挡不了对

祖国的眷恋、对家乡的向往。

但马云回国毕竟上了热搜，这让人好奇：马

云回国为什么会成为新闻？

往深处想一想就会发现，在马云回国这个

新闻事件中，焦点不是马云，而是关注他回国的

人，把他回国当成新闻的人。没有这些人的关

注和讨论，马云回国不会是新闻。那么，他们有

什么心理活动，以什么姿态关注马云，倒是值得

玩味。

毋庸讳言，当前的就业形势并不好。根据

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我国民营经济解决了 80%

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显然，民营企业发展好

了，就能为就业托底，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

力量。马云是民营企业家中的佼佼者，他的一举

一动被万众瞩目，甚至被过度解读。也许，关注

他回国的人，其实关注的是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命

运。

我国从中央顶层、主管部门到地方政府，都

在重要时间节点强调民企发展的重要性，并为民

企发展创造制度环境，就在这个月，不少部门还

在为民企发展鼓劲。因此，那些通过关注马云关

心民企发展的人，多虑了。

马云回国，也许是他忙完了国外的事务，到

了回国的时候了，不必过多解读。

马云回国

武汉民政职业学院一个退休副校长，到学校

食堂买菜，被好事的学生拍成视频发到网上，标

题很醒目：82元只买到俩素菜。

这事儿在网上刷了不少流量，学校很重视，

核实发现，老领导点的不是俩素菜，而是荤素搭

配共 12 个菜，拿回家招待客人，三个人都没吃

完。

也不怪学生好事，毕竟 12 个菜能装进两个

食盒里，分量上也不算多。这事之所以触发流

量，还是在于舆论对价格的敏感。

我们对学校食堂有一种天然的道德要求，就

是价格不能太高，但这并不是说，食堂的饭菜价

格就不遵循价格规律。

我们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30 余

年了，可我们的舆论至今对价格有一种似是而非

的理解。比如，前段时间有网友质疑，巴奴火锅

薄薄的 5 块土豆片，竟然要 18 元。质疑者的思

维，无非就是土豆的成本很低，巴奴定价太高。

其实，你觉得高，可以不去，街边的转转小火锅

便宜多了。正是因为顾客在巴奴排队候座，巴

奴的土豆才敢卖到 18 元。这就是价格规律在起

作用——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也就是说，价格

与成本没有绝对的正比关系。

我们经常对卖得便宜的经营者不吝赞美，比

如拉面哥、馄饨奶奶。从市场角度，这种赞美背

后的思维并不理性，毕竟消费是经济发展的重要

指标，不是越低越好。

武汉民政职业学院的食堂，只要不构成价格

联盟，且明码标价，没什么不妥。

食堂菜价

子不教，父母之过。但是，对父母不教之

过，一般停留在道德和责任层面上予以批评，

其他苛责办法并不多。不过别急，法律终于出

手了。

近日，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审庭发出一份《家

庭教育指导令》，督促被告人小王的父母要关怀

孩子，履行家庭教育职责，把小王带回思想正确

品德好的路上来。

小王父母务工繁忙，对小王的成长和学习

疏于照顾，导致小王过早辍学，沉溺于网络世

界，未满 18 岁即走上犯罪道路。法院在法律层

面向家长发起《家庭教育指导令》，试图在家庭、

学校和社会方面，为孩子的成长构建教育网络，

为其健康成长提供法治保障。

法院依法履职，这很好，但孩子成长如果需

要一个圆，父母教育这块拼图，并不好拼。

很多父母与小王父母一样，抛下孩子到远

方务工，正是为了追求更多的经济自由，让孩子

的健康成长有保证。这似乎是悖论，但父母迫

不得已。他们何尝不想与孩子互相陪伴，可惜

家里挣钱路子少，而远方只有脚手架和流水线，

带上孩子去远方，还要给孩子提供正常的教育

条件，并不容易。

显然，务工者的福利需要更多制度保障，孩

子异地读书也需要制度保障。除了这些客观上

的保障，父母主观上也要尽责，再辛苦也不能忽

略孩子的教育和成长。法院的《家庭教育指导

令》是一个提醒，不仅对小王父母，也对所有家

长。

依法带娃

骗局随着快递寄过来，汝州居民尚某
被骗了 1.3万余元。

骗术是老套路，并不高明，就是诱导
你下载购物 App，购物返利，一旦下单，支
付的金额就一去不复返。这个骗术的高
明之处是它的外壳。不同于将短信、QQ
群作为骗局载体，骗子这次用快递作行骗
载体，寄给你一个二维码，有你姓名和地
址，很容易获取你的信任。

其实想想也感叹，骗子有这种不断翻
新的想法，何不去干点正事？这种骗局也
提醒我们，千万不要泄露个人信息。当
然，对买卖个人信息者，司法机关要严格
执法，斩断贩卖个人信息的黑手。

（张骞/文 张梦珠/图）

邮寄骗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