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终身职业培训释放“人才红利”
“中国经济要迈上中高端，劳动者的职业技能首先要迈上中高端。”而这样的蜕变过程，既

需要个体自身的努力，也需要公共力量的扶持。国家给劳动者提供终身职业培训，正是扶持每
一个劳动者，在终身学习中获取更先进的技能，塑造工匠精神，积淀现代职业素养。

□高亚洲

《关于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即将出台。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4月23日表示，要
大力倡导劳动者终身培训理念，加速我国从
“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4月24日
央广网）
《意见》有不少亮点：其一，与以往各类职
业培训政策相比，此次目标更为长远，建立覆
盖、贯穿、适应劳动者需求的职业培训制度，

不论城乡，不论职业种类，不论年龄；其二，在
培训主体上，尤其强调企业的主体作用。此
前，国务院相关会议就曾强调，推行终身职业
技能培训制度要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其
三，在培训内容上，强调了工匠精神培育和职
业素养培训；第四，在机制创新上，提出要建
立职业培训市场化、社会化的发展机制。而其
中最为抢眼的，就是“终身”二字。
这里的“终身”也体现在诸多方面：培训

对象的覆盖上是城乡全体劳动者，包括就业
人员和准备就业人员；就业培训的补贴要覆
盖终身职业生涯；技能评价激励要覆盖培训
全过程；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保障。从《意见》
的这些内容看，可谓是为劳动者提供全方位
的服务。
“中国经济要迈上中高端，劳动者的职
业技能首先要迈上中高端。”《意见》的此番
推出，有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那就是我们
国家发展到现阶段，已到了需要突出“人才
红利”的时候。要大力倡导劳动者终身培训

理念，使我国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
变。人口红利一度是我们的后发优势，也为
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动力，但是，
“人口红利”终究会消失。在现代社会，无论
是国际竞争还是自身发展，人力资源的开发
都应注重经济效率。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
的转变，既是对人力资源开发模式的转变，
也是对人力资源评价体系的升级。
毋庸置疑，每一个劳动者，都应该有机

会成为不可或缺的人才。这样的蜕变过程，
既需要个体自身的努力，也需要公共力量的
扶持。国家给劳动者提供终身职业培训，正
是扶持每一个劳动者，在终身学习中获取更
先进的技能，塑造工匠精神，积淀现代职业
素养。
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我们

始终在强调的顶层设计。终身职业培训的推
行，是对这一顶层设计的实践。随着政策的
试行，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将从中受益，而国
家也会从中获取积极发展的力量。

“赔审团”调解机制，让理赔更公平

保护知识产权，不妨学学“广东力度”

■观察家

巷 议

近日，江西省上饶县上泸镇的黄
某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因为女儿阿萍
辍学的事成了被告，原告为当地镇政
府。“开始只觉得是吓唬人的，没想到
被政府起诉了。”起诉让黄某全家触动
很大，不接受义务教育，违法不再是口
头说说了。（4月24日《中国教育报》）
不少人认为，孩子上不上学是家

事、私事，而基层政府将辍学孩子的
家长告上法庭，让那些家长们明白，
适龄孩子上不上学是国事、公事，如
果家长没有让孩子接受义务教育，就
会摊上事。
目前，上饶县基层政府与117名

辍学学生家长签订了具有法律效力
的调解书，586名学生返校学习。“辍
学起诉”具有权威性和震慑性，成为
一条保障和促进义务教育的有效法
治路径，守住了义务教育的法律底
线。 李英锋

药企重销售轻研发
念歪了生意经

□于立生

日前，国内首例由消费者投票决定的保
险赔偿案出炉。一名家长给孩子投保，在未告
知孩子住院和血小板下降的情况下，3个月
后，孩子被确诊白血病；保险公司以“带病投
保”作出不予理赔初步决定。随后，申请人在保
险平台启动“赔审团”平台调解机制；4月19
日，由9217名消费者组成的“赔审团”，投票作
出支持赔付的决定。（4月24日《中国青年报》）
以往理赔争议发生后，诉诸司法渠道定

纷止争是惯常路径。而“赔审团”的调解机制
创新，将争端消弭在前端。此前，保险业也不
是没有理赔争议调解机制，但这些调解有一
个共性弊端：保险公司的话语权都比较大，未

免有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意味。
消费者投保时，面对的往往是一大堆格

式条款；在理赔纠纷发生后，有些保险公司进
行条款解释时又往往“胳膊肘往里拐”。以此
次争议案例为例，“赔审团”票决之所以能推
翻保险公司的初步决定，在于在查阅病历、血
检报告后可发现，首次入院病历中并没明确
告知白血病，而“血小板减少，不一定就是白
血病。感染引起发烧也会导致血小板减少”，
故主张对投保者实行“无罪推定”。
“赔审团”的“赔审员”虽然从消费者中产
生，但他们和具体案例中的投保者并无利益
牵扯，同时由于基数庞大，也不容易受到外在
利益因素的干扰，故能保持第三方的独立性，
让理赔更公平。
投保易而理赔难，是个公众诟病已久的

老问题，“赔审团”不仅有利于实现具体争议
个案的调解结果公正，促进公众对保险企业
的监督，还能引导公众参与到理赔争议处理
过程中，从而更新对保险行业的认知，最终促
进保险行业的规范。

□萧然

4月23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广
东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17年度）
白皮书》和全省知识产权审判十大案例。
2017年，广东法院审结知识产权案件超7万
件，占全国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案件总数的近
三分之一，居全国法院首位，再创历史新高。
（4月24日《深圳特区报》）
在对知识产权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的当

下，广东法院审结知识产权案件“占全国近
三分之一”这一数字，无疑引人注目。这凸显
了广东省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也给其他地
方做出了示范。
很多人都知道，知识产权维权难度大。

反映在出版行业，有时候一本畅销新书刚出
不久，市面上的盗版书便已流行。反映在制
造业等行业，许多企业主坦言，以往打知识
产权官司时，由于调查取证难、维权时间长，
企业陷入了研发投入越多亏损越大的恶性
循环。肆无忌惮的知识产权侵权，已成为行

业毒瘤，不从根本上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也
就谈不上产品创新和培育品牌。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是一项利

于各类人才的德政、善政，也是改善营商环
境，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广东走在
改革开放的前沿，经过40年的发展，已经从
模仿创新阶段过渡到了自主创新阶段。在这
个过程中，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产权意识
都在慢慢觉醒。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
入实施，“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这一
基本理念日益获得全社会的广泛认同，公众
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需求日益强烈。这是
知识产权案件大幅增加的土壤。而审结案件
的数量如此之高，则与当地法院不因循守旧
有关。比如，2017年广东法院审结了Bur-
berry、六个核桃等知名品牌的知识产权案
件，引来一片点赞声。
在艳羡广东法院这份知识产权保护工

作成绩单时，其他地方也应主动借鉴、学习，做
到积极主动、公正高效地审理此类案件，推动
形成“保护-创新-保护”的良性循环。

记者调查发现，140多家医药上
市公司中，超过40家销售费用占营业
收入的比例突破 30%，最高者达到
66%。其中，不少药企的广告费开支在
１亿元以上，超过自身的研发费用。（4
月24日新华网）
医药行业肩负治病救人的责任，

只有根治“重销售、轻研发病”，才能为
百姓贡献更多的新药、好药。在笔者
看来，药企“重销售轻研发”，念歪了
生意经。出现这一问题首先是因为在
某些领域国内原研药较少，部分仿制
药效果也远逊于国外同类产品。既然
品质不佳，就希望用促销来掩盖短
板，稳定销量。其次，某些药品并无确
切疗效，只靠铺天盖地打广告就获利
丰厚，市场的逆淘汰现象，对药企形
成反向激励。相关部门应加强监管，做
好基础性工作，形成靠质量取胜的正
面导向，如此，重研发的药企才会越来
越多。 罗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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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辍学起诉”
守住义务教育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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