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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特派记者 刘晶晶

本报北京专电 昨天，张本
才、陈鸣波、徐征、曹立强、汤亮、
樊芸、章伟民等7名全国人大代
表就“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主题与网友互动交流。

做好“店小二”
要从方便、速度、服务入手

就在2月底，普陀首次对外
发布了优化营商环境新措施，全
市首创地推出了区行政服务大
厅与网上政务大厅“双厅融合”。

上海市普陀区委书记曹立
强代表表示，区级政府作为离
企业、市场最近的“店小二”，要
做到第一时间去响应企业的需
求，第一时间去解决企业的困
难，第一时间去关心企业的发
展。“今年大调研要全覆盖地走
访企业。从目前我们走访下来
的情况看，收集了 587 个问题，
归纳了一下，主要是 10 个方面
大类，涉及到行政审批、人才服
务、政府扶持、企业周边的配
套、企业合法合理经营的指导、
投资以及项目信息等等方面。”

他表示，真正要做好“店小
二”，需要从“方便”、“速度”和

“服务”入手。一方面是做减
法。他透露，到6月底，普陀区将
实现零区级许可事项，“我们区
内事项都不审批了。 ”同时申
请跨部门联合审批机制，对企业
施工许可、企业反映强烈的环
节，原来基本上是 100 多天到
200多天的时间，现在原则上不
超过15个工作日、35个工作日
和 48 个工作日，大幅度减少审
批。并在全市首创为新设企业
提供网上申请、网上批准、网上
预约、当场办结的服务。另外是
对存量企业经营范围变更，住所
变更的，经营期限变更的等等15
个事项当场办结，实现全程网上
办理不见面。

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做加
法，在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当中
优化政务服务上下工夫。“主要
是几个考虑。一个是探索新兴
产业包容审慎监管方式，对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探索监管与
服务当中的新型事中、事后的监
管。”

助力完善法治化
营商环境的规则体系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党组书记张本才代表表示，营商
环境需要制度供给来支持，他介
绍说，上海的司法机关也在积极
参与优化营商环境的地方性立
法研究工作，立足推进法治上海
建设的全局，助力完善法治化营
商环境的规则体系。

“首先是要保障人身权。”他

表示，一方面加大对各类违法
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要让企
业家在上海的工作生活没有安
全上的后顾之忧。另外在涉及
企业家刑事案件中，防止滥用
强制措施，不当羁押等侵犯人
身权的行为。其次是保护产
权，进一步加大对侵犯产权犯
罪的打击力度，依法惩治侵犯
企业家财产权、知识产权、经营
自主权等方面的犯罪。同时，
要准确地把握法律的政策界
限，在法律范围内营造和谐宽
容的创新创业环境，给企业吃
定心丸。三是平等保护各类市
场主体，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
民营企业，无论是大中企业还
是小微企业，都给予不同的市
场主体同等的司法待遇。

张本才代表说，影响群众安
全感的犯罪对大家的生活体验
也非常重要，“在这方面我们将
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同时依托
民事行政监察和公益诉讼职能，
加大对城市生态环境的保护和
改善力度，守护城市的绿水青
山，同时也更加关注群众反映强
烈的食品安全、保健食品欺诈
等，努力让所有工作生活在上海
的市民群众都能增强获得感、安
全感和幸福感。”

政府一定要有
服务意识和创新担当

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工作党
委副书记，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
主任陈鸣波代表表示，在互联
网，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这样
一个创新和活力的新时代下，特
别是一些新技术、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政府到底怎么管
理？“我认为管得过细不利于创
新，但是也不能放任自流。”他透
露，最近上海正在研究制定高成
长性创新企业的行动计划。“对
于上海来讲，对于互联网时代我
们的独角兽企业，营造一个比较
好的营商环境，有利于这些创新
企业茁壮成长。”

作为政府来讲，则要提供一
个好的制度供给。陈鸣波代表
说，一是要有服务意识，有了服
务意识，才能真切地感受到企业
的痛点在哪里。另外一个，改革
到了深水区以后，一些政策是系
统集成的，难度比较大，政府，特
别是政府官员需要有创新和担
当意识。

他还表示，政府要密切关
注成长中的企业，根据企业不
同的阶段，做到出台的政策更
加精准。“特别是对于高成长
型的创新企业，在成长过程中
每个阶段都是不一样的，因此
我 们 要 分 类 施 策 ，不 能 一 刀
切，一个政策包打天下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青年报特派记者 周胜洁

本报北京专电 当去年上海
选手参加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
实现金牌零的突破的时候，当上
海获得2021年第46届世界技能
大赛举办权的时候，众人为此自
豪。当提起孩子就读于职业技
术学校时，家长却会觉得“脸上
无光”。职业教育长期处于尴尬
的位置。

此次全国两会，在沪全国政
协委员黄震提交了《关于树立正
确的成才观，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的建议》的提案，他提出，当社会
从学历社会转向资格社会时，在
改变成才观、教育观的同时，也
需建立“国家资格框架”。

现状1
高学历者找工作不易
企业找不到高级技工

高学历就是人才，学历越
高，人才越拔尖，这种普遍认同
的观念也造就了我国教育的一
个“怪圈”。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
主席、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黄震
注意到，在这样的观念下，上大
学、上双一流大学依旧成了“华
山一条路”，千军万马过高考这
座“独木桥”，多数家长也都希望
有一个高学历的孩子。

黄震委员在学校里分管人
事，他对高学历人才就业情况比
较了解，一些博士生毕业后第一
时间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作，有些
留学海外拿到了硕士学位的人
才，回国后也不一定能找到理想
的工作，而另一边，企业却招不
到高级技工，“目前教育所培养
的毕业生与市场是脱节的，这由
多方面因素造成，但其中最重要
的一点就是成才观出了问题，重
学术人才培养，轻技术技能人才
培养。”

对此，黄震委员觉得可以对
照下德国经验。

在德国每年有70％的初中
毕业生放弃读高中继而读大学
的道路，直接进入职业学校。

德国的职业教育为学生的

个性发展提供了相当多的可能
性，一个受过良好培训的手工业
者和技术工人与教师、工程师一
样受到社会的尊敬。

黄震委员认为，这与德国人
的人才观有关，德国制造之所以
享誉全球，关键在于德国政府对
职业教育的大量投入，从制度设
计上给予支持，全社会对技工的
尊重，如此造就了一大批技术精
湛的“工匠”。“在他们的观念中，
无论你是工程师、医生还是面包
师、钟表匠，都没有区别，仅仅是
社会分工不同。

现状2
职业教育吸引力不强
劳动技能水准尚不高

黄震委员表示，现代社会的
一个重要特点是从学历社会走
向资格社会，可以借鉴的一个数
据统计是，华盛顿邮报一天登载
的900多个招工广告中，79％要
求要有技术资格证书，而对本科
学历有要求的只有6％，对硕士
学历要求的工作岗位仅占2％。

目前我国正面临产业结构
调整，上海也在加快推动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过程中很需要高新
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新兴领
域的高级技能人才，“如可以操
控数控机床的高素质人才目前
很紧缺。”

但黄震委员也表示，与发达
国家相比，我国目前的劳动技能

水准尚无法形成有效竞争力。
职业教育社会吸引力不强、发展理
念相对落后、基本制度不健全等问
题依然存在，高素质的一线技术工
人的短缺，已成为阻碍我国产业发
展、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瓶颈。

对于职业教育社会吸引力
不强、发展理念相对落后等问
题，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中华职
业教育社副主任胡卫也十分认
同。虽然上海在职业教育投入、
师资队伍建设方面都走在全国
前列，但放眼全国，如今还是有
很多家庭觉得，职业教育是一种
门庭无光的选择，若不是万不得
已，并不会让孩子选择这条道
路，这恰恰说明职业教育的吸引
力不够强。

在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融
合、打通职业教育“立交桥”方
面，胡卫委员表示，那些学历不
高却积累了一定工作经验的技
能人才再回学校“回炉”，提升了
知识后再进企业锻炼，这样的职
业教育“立交桥”不能成为提高
学历的一个路径，“其实职业教
育是一种技能型的教育，要和实
践结合，产教融合，校企结合。”

两位委员都认为，上海小将
获得世界技能大赛的金牌，上海
获得世界技能大赛举办权的确
对推进职业教育有积极作用，但
还远远不够，“从看学历到看职
业资格，这是个漫长的过程，也
需要全社会的关注。”

把脉职业教育现状 努力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等值

委员建议建立“国家资格框架”

需要改变成才观和教育观
黄震委员建议，首先要在全

社会转变成才观念，全社会应该

大力宣传“条条大路通罗马”、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成

才观，要让人意识到，每个人所

做的事情不过是分工不同而已，

无论是教师、医生、企业家、工程

师还是技工，他们仅仅是职业之

别，不存在尊卑贵贱。还需要大

力弘扬“行行建功、处处立业”的

择业观。媒体在宣传“白领”、

“银领”、“金领”的同时，应更多

宣传平凡岗位的劳动者和他们

的成才故事。

除了转变成才观外，也要转

变教育观。黄震委员表示，教育

就是要为各种不同潜能的学生

提供最大限度开发自己才能的

机会，提倡“适合的就是最好的”

的成才观，多培养对社会有用的

人才，并在教育制度上加以落

实。“就比如有些人喜欢艺术，有

些人喜欢雕刻，有些人喜欢化

学，不同的人潜能都不同。教育

就应该尽力挖掘孩子的潜能，为

今后的职业生涯打下基础。”

可以建立“国家资格框架”
要让社会从学历社会向资

格社会转型，黄震委员认为，单

就改变成才观、教育观还远远不

够，要在人事、劳动、分配制度和

社会评价体系上，努力营造一个

有利于高技能人才培养和各行

各业人才成长的环境和土壤。

同时还可以建立“国家资格

框架”，把基于认知的学历资格

证书与基于技能的职业资格证

书加以融合，实现职业教育与普

通教育的等值，“学历资格和技

能资格，两种资格之间需要建立

一种等同的关系。”

此外，黄震委员也关注到，

如今各类人才评选层出不穷，诸

如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等学术界

的评选注重人才的学历是无可厚

非的，但如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

支持计划（国家万人计划）和国家

百千万人才工程计划中，也都倾

向于科技等学术型人才就不太合

理，“我觉得这样的评选应该包含

各行各业，呼吁增加高技能人才

类别，应该涌现一批青年技能型

领军人才，不能让大家产生一种

感觉，只有朝学术型发展才能成

为被国家认可的人才。”

黄震委员还觉得，可以提高

一线劳动者的地位待遇，鼓励用

人单位建立高技能人才特殊岗

位津贴制度，提高各类表彰奖励

中一线劳动者的比例。

代表就优化营商环境与网友互动交流

要从方便、速度、服务入手

精细木工比赛现场。 青年报资料图记者 施培琦 摄

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