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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新疆阿克苏市多浪片区管委会的

“零工市场”，左手边篮球场大的小广场上

挤满了前来找零工的工人，右手边有一间

临时搭起来的暖房，里面一分为二，一边是

食堂，另一边是台球室。环绕一周，求职者

老少皆有。

“我家就住在马路对面，早上吃过饭就过

来，基本每天都能找到活儿。”努尔麦麦提·尕

依提说。他原是建筑工人，退休后在家待不

住，便到“零工市场”找找活，“天热我就去工

地上干干泥瓦匠的活儿，天冷了我就去采摘

苹果、包装苹果、翻新土地，有啥活儿干啥活

儿，一天能挣两三百元。”

今年 9月 1日，阿克苏市“零工市场”正式

运行，广大零工求职者彻底告别了过去一年

四季站“马路牙子”揽活儿的场景，这里既是

一个岗位供需对接平台，也为他们提供了温

暖的家。

据了解，阿克苏市“零工市场”占地 7000
多平方米，市场内设有零工求职服务区、企业

用工服务区、招聘服务区、生活服务区、培训

区等 5 大功能区域，服务大厅、劳务洽谈室、

宿舍、洗漱区等配套功能一应俱全。

“住宿只需要 20 元，食堂吃饭最高不超

过 10 元，还有工作人员帮我们介绍工作，太

方便了。”从拜城县前来找工作的古丽克孜·

赛麦提说。

古丽克孜·赛麦提在之前参加过阿克苏

市人社局组织的客房服务培训，并取得了证

书，“之前我是打零工，东奔西跑的，现在我

想找一个包吃包住的酒店服务员工作，比较

稳定。”

据阿克苏市多浪片区管委会党工委书记

张治华介绍，目前“零工市场”有 40间房屋可

供工人居住，“现在天气变冷了，我们给每个

房子都安排了空调，这几天正在协调电力，估

计下周就能正常使用了。”

在招聘公告板前，身着天蓝色马甲的工

作人员正拿着话筒一一讲解求职信息。阿克

苏市多浪片区管委会劳动保障所工作人员哈

斯叶提·阿不都热依木就是其中之一。

“求职的人很多，我们每天早上 9点到这

里，开始给他们介绍政策和职位，帮他们联系

公司。”哈斯叶提·阿不都热依木说，“很多求

职者参加过就业培训，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

帮他们联系岗位。”

阿克苏市“零工市场”建成后，引入了人

力资源服务公司进行规范专业的场地管理、

用人登记、政策宣讲等，阿克苏蜂联人力资源

有限公司与多浪片区管委会达成了长期合

作，总经理吕飞介绍说：“来这边找工作务工

人员大部分是日结工资，男性平均一天能挣

180~200 元，女性一天 150~180 元，如果遇到

了欠薪等问题，也会帮助他们找相关部门寻

求解决办法。”

张治华介绍，原本阿克苏市零散工人都

分布在“马路牙子”上，有用工老板过来招工，

他们立马团团围住，有时甚至拉开过路人的

车门，“不仅容易造成交通拥堵，也存在很大

的安全隐患。”

自“零工市场”投用后，平均每天都有

200 多人前来了解招工信息。仅上午两个小

时就来了 20辆车招工，平均每辆车拉 4个人，

就有 80人上岗就业。“两个月多以来，解决了

1万多人次的就业需求。”张治华说。

新疆阿克苏农民工告别“马路牙子”揽活

“零工市场”架起就业“新桥梁”

向德荣

“破圈”，指某个人或他的作品突破某一个小的圈子，

被更多的人接纳并认可。“破圈”是人的天性，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人这一生，拼的是“破圈”能力。那么作为职工，

该如何“破圈”呢？

我们可以把就业工作称之为“入圈”，把在工作岗位

上做出成绩称之为“破圈”。我们需要以“圈”时代的眼

光、姿态和格局，以“入圈”奠定基础，沉淀自身，以“破圈”

改变思维、谋求蝶变，这样才能在某个领域脱颖而出，在

众多竞争者中表现出色。

要想让岗位出彩，唯有踏实努力地工作。无论是平

凡岗位上的日常工作还是重大的创造性劳动，都需要我

们脚踏实地，认真负责，辛勤付出。我们要在岗位上“破

圈”创先争优，在岗位上成为先锋模范，在岗位上成才。

有梦想就有成真的希望，有追求就有出彩的机会。

机会对于每个人是公平无二的，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

头脑。梦想不会自动实现，机会也不会自动到来。实现

人生出彩的机会，要有伟大志向，要有行动相伴。一个人

只要在自己的岗位上，恪尽职守，夙夜在公，志存高远、勤

勉工作，就会拥有属于自己的那一道彩虹。

谈到职工岗位“破圈”、人生出彩，广大职工自然会想

到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人不一定皆能为劳模先进和

成功者，但可以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劳模先进不平凡，但平凡人也可以做到。劳模精神

生长于劳动群众普遍具有的优秀品质之中，是一种起于

平凡的不平凡精神，是一种把平凡串联起来的不平凡精

神，并不是都要有惊涛骇浪的冲动和惊天动地的业绩，并

不是高不可攀的。

我们所了解的典型事迹中，普通职工也能做其中每

一件事，只要你愿意去做，只要你有心、用心、恒心，路在

脚下，脚在路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普通职工最好的“破圈”方式：深耕自己。从今天做

起，做好本职工作。只要以平常心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得

尽心尽力，只要自强不息、锲而不舍、持之以恒，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的坚守，“破圈”之后成功就会走来，人生就

会放出耀眼的光彩。

岗位“破圈”，人生出彩，对每一名职工来说，并没有“光

环”的预期，出彩不一定都是结果，更多的是享受出彩的过

程，更多的是职业的喜爱、发现的喜悦、劳动的乐趣，结果却

实至名归、不期而遇，取得进步，作出贡献，实现价值。

打工前沿G

建筑公司违法分包，工人受伤后无人赔付

法院判决非劳动关系，工人直接申报工伤仍获认定
律师表示，此举符合相关法律精神，有利于农民工尽早获得工伤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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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自己，实现岗位“破圈”

本报北京12月21日电（记者杨召奎）劳

动者在工作中受伤要想获得工伤赔偿，一般

要走确认劳动关系、工伤认定等程序。如果

无法确认劳动关系，就很难被认定为工伤。

不过，《工人日报》记者采访了解到，在法院判

决吕洪文与山东泰安一家建设工程公司（以

下简称建设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之后，吕洪

文直接申报工伤仍获认定。吕洪文今日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他正在就工伤赔偿数额与

建设公司打官司，“希望能尽快拿到赔偿”。

2021 年 8 月，老家在河北省威县农村的

吕洪文，到北京市西城区某小区热力管道改

造工程中工作。不幸的是，一个多月后，他在

工作时不慎从梯子上坠落，造成跟骨骨折。

据了解，该热力管道改造工程由建设公

司承包，此后该公司将工程中的部分内容分

包给贾某，贾某实际雇佣吕洪文到工地工作。

在吕洪文住院期间，贾某负担了医疗费

等。但在后续工伤赔偿问题上，吕洪文与贾

某、建设公司未协商一致，于是他开始走法律

渠道维权。

“律师说要工伤维权得先确认劳动关

系。”吕洪文说，“2022 年 3 月，我向西城区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获得

支持。不过后来建设公司提起诉讼，法院又

判我败诉。”

记者注意到，2022 年 11 月，西城区人民

法院在审理该案时认为，吕洪文系贾某招用

至建设公司项目所在地务工，由贾某安排工

作并进行管理，劳动报酬由贾某个人支付。

故吕洪文与建设公司不存在人身、财产和组

织关系，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

“一审败诉后，我另找了一位律师，这位

律师建议我直接申请工伤认定。”吕洪文说，

今年 5 月，他的事故伤害被北京市西城区人

社局认定为工伤。

记者从吕洪文提供的《认定工伤决定书》

上看到，西城区人社局指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

题的意见》第七条的规定，吕洪文的事故伤害

符合认定为工伤情形，其相应的工伤保险责

任应由建设公司承担。

今年 7 月，吕洪文的事故伤害被鉴定为

九级伤残。目前，吕洪文正在就工伤赔偿数

额与建设公司打官司。

“建筑企业违法分包后，按理说，受伤的

劳动者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

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直接提起诉

讼，主张工伤保险待遇。但即便法院受理，没

有进行工伤认定就无法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也就无法确定赔偿数额。因此，在建筑企业

存在违法分包的情况下，虽然劳动者未与公

司确认劳动关系，但人社部门仍直接认定工

伤，符合相关法律精神，也有利于农民工尽早

获得工伤赔偿。”北京市福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志友说。

海南启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预防项目
本报讯（记者赖书闻）近日，由海南省人社厅、海南省社

保中心共同举办的 2023 年海南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预防项

目启动会召开。会议全面研判当前全省职业伤害保障工作开

展情况，并就大力推进全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预防项目工作

进行了部署。7 家试点平台海南省管理岗位人员、一线新就

业形态从业人员代表参加会议。

据悉，此次会议主旨为“以‘心’护新 守护海南美好生活

的创造者”为主题，主要围绕如何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高质、

高效开展全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预防工作展开讨论。

海南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南省职业伤害保障试

点预防项目启动后，海南省将逐渐建立职业伤害预防体制机

制，构建职业伤害预防新模式，持续为新经济健康发展夯实安

全根基。各部门、各领域、各行业和各单位要协同发力，把握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新需求，积极落实专项行动，完善相关配

套制度；各平台企业将通过宣传培训等措施，加强职工的职业

伤害预防意识，尽可能降低职业风险发生概率，为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织密“保障网”。

本报讯（记者甘皙）近日，我国北方地

区多地出现低温雨雪寒潮天气。国家邮政

局督促行业企业细化防范措施，完善应急

预案，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全力做好突发险

情应对处置，保障邮政快递寄递渠道安全

畅通，同时要关心关爱奋斗在生产一线的

快递员。

据悉，国家邮政局及时发通知部署相关

工作，并于 12月 16日召开重点省份邮政管理

部门和寄递企业总部视频调度会议，会商研

判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对行业生产运行可能带

来的不利影响。

会议要求，关心关爱一线从业人员。贯

彻落实保障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工作要求，

为受强降雪影响可能滞留途中的车辆司机和

受灾企业员工提供必要的御寒用品、食品和

饮用水，防止人员冻伤患病；及时发布服务消

费提示，妥善处理邮件快件延误等问题，争取

广大用户包容理解和支持；认真做好行业疫

情防控工作，引导从业人员注意个人卫生健

康，防寒保暖，预防疾病。

同时要确保生产安全。以临时搭建用

房、租住老旧库房为重点，做好生产作业场

所建筑、用电消防等安全隐患排查，严防因

建筑垮塌、消防设施失效导致伤亡事故。加

强驾驶员针对性安全教育培训和车辆安全

检查检测，配备防滑防冻物资装具，优化调

整干线运输时效考核指标，落实一线揽投作

业人员防寒保暖措施，最大限度降低道路交

通安全风险。

此外，要做好应急管理工作。要完善应

急预案，落实应急人员、车辆、装具、物资等保

障，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准备；加强值班值

守，强化信息监测和突发事件报告工作，保障

信息渠道畅通，把握工作主动。

各邮政快递企业积极应对，畅通极端天

气预警机制，强化重点路由业务调度和重点

地区物资储备，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落实

房屋建筑、道路交通、用电消防等安全措施，

多措并举加强从业人员关心关爱。

截至目前，全行业总体保持高位平稳

运行，未发生寄递网络梗阻和人员伤亡等

事件，保障了寄递渠道安全畅通和行业安

全稳定。

多地出现低温雨雪寒潮天气

国家邮政局要求关心关爱一线从业人员

种养一体带动家门口就业

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带动
青海7万农牧民就业增收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记者日前从青海

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今年青海休闲农业和乡

村旅游接待人次、营业收入均比去年有所增

加，预计全年接待人数达 1450 万人次，实现

收入 13亿元，带动 7万余户农牧民就业增收。

近年来，青海力推农业与旅游、教育、康养

等产业融合，形成一批体制机制创新、政策集

成创设、资源要素激活、联农带农紧密的休闲

农业发展高地，培育了乡村产业发展新的增长

点。目前，西宁市湟中区共和镇葱湾村等 5个

村认定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曲麻莱三江源

高寒游牧文化系统”认定为第七批中国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海东市化隆县赏杏花文化和祁连

县天境祁连生态游牧体验之旅入选 2023年中

国美丽乡村休闲旅游行精品景点线路。

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青海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开拓出发展新空间。截至目前，青

海已累计推介 42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建设

3 个休闲农业重点县，发布乡村休闲旅游精

品线路 26条。今年以来，青海各地通过举办

乡村文化旅游节、美食节、徒步节等系列活

动，吸引省内外游客出行观光，休闲农业和乡

村旅游业恢复形势良好。

青海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年来，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方式

的转变，休闲农业快速发展，促进了产销对接

与城乡融合，畅通了城乡双向循环，民俗餐

饮、农耕体验、休闲娱乐、观赏品鉴等乡村休

闲旅游产品实现高品质供给，拓宽了农民增

收路径，为农村发展增添了新活力。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

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

规定，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违反

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分包给

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

该组织或者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从事承包

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由该具备用工主体资

格的承包单位承担用人单位依法应承担的

工伤保险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

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四款规

定，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

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

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

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用工单位为承

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

相关链接

12月19日，工作人员在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江河换热首站对供热设备进行检查。
为应对寒潮降温天气，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保障生产生活。

新华社发（王琳锋 摄）
多措并举应对寒潮

12月20日，在广西富川福利镇罗丰村东西协助果蔬加工
产业示范园，林春俊（右）正在查看蔬菜包装情况。

2021年，因车祸左腿截肢的残疾人林春俊成立富川利发
果蔬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合作社+基地+农户+市场”的经营
模式，种植莴笋、迟菜心等蔬菜 1000 多亩，年产值 400 多万
元。富川县残联通过发展集种植、养殖为一体的农民专业合
作社，吸引周边残疾人就近务工，同时带动残疾人发展种养
殖，让残疾人实现在家门口就业。目前全县有 500多名残疾
人通过在合作社务工实现就地就近就业。 本报记者 唐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