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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资待遇安排好
消费券也跑不了

春节期间不得违法终止或解
除劳动合同，合理安排好职工工
作和错峰放假调休，保障工资福
利待遇，依法足额支付加班工
资……近日，北京、陕西、湖北等
多地人社部门为企业划定红线，
将劳动者薪资待遇安排得明明白
白。

北京市宣布，将向在京过年
人员发放消费券、冰雪公益体验
券；自 2 月 3 日起，北京联通、电
信、移动用户每号可领取 20G 本
地免费上网流量包。广东佛山、
浙江义乌、江苏昆山、内蒙古乌兰
察布、广西桂林、湖南长沙等多
地，给留在当地过年的外来员工
发放餐饮、购物、旅游等各类消费
券。

杭州将给春节期间在杭务工
人员每人发放1000元现金红包，

“一键直达”个人银行账户。苏
州、宁波等地明确，2月5日至26
日期间留下的企业外地职工，申
请2021年积分落户、积分入学可
加分。

企业发“留岗红包”
政府给“真金白银”

“企业为员工花钱，政府给企
业奖补。”连日来，为鼓励企业留

人过年，多地人社部门拿出“真金
白银”，让外来务工人员得到妥善
安排，也为企业减轻负担。

天津、重庆、吉林等地人社部
门要求，对安排外地员工或者见
习人员留下过年并符合要求的企
业，按照每人300元的标准，由当
地政府部门给予企业一次性补
贴，每户企业最高30万元。

特殊时期，为更好发挥失业
保险稳就业作用，广东省人社厅
近日放宽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裁员率标准，对春节期间不裁员
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按国家规定
实施稳岗返还。在福建，春节当
月保持连续生产的重点企业，可
从就业补助资金中给予一次性稳
定就业奖补。

参加线上线下培训
福利再多一波

不回家过年不知道该干什
么？别急，一大波线上线下培训
课正在路上。人社部已明确要
求，各地通过落实补贴政策引导
企业安排职工培训。只要你愿意
学，这个春节既能拿红包，又能免
费提升自身技能水平，为日后“加
薪”做准备。

陕西人社部门规定，2月份，
各市外来农民工参加线上培训时
间超过36课时的，按每人450元
给予补贴。浙江温州人社部门推
出 100 场技能培训，对 2 月底前

线上职业培训，将按照不超过实
际培训费95％的比例补贴企业；
凡是开展项目制培训的，按照每
人 25 元每课时补贴企业。广东
中山将分批为企业发放 2.8 亿元
以工代训、适岗培训补贴，鼓励务
工人员春节留岗或者就地休假期
间“充电”“升级”。

学成技术想自主创业？吉林
人社厅规定，对符合条件的返乡
创业农民工给予一次性 5000 元
的初创补贴。

关爱留守儿童
为务工人员解后顾之忧

自己就地过年，怎么都好办，
但留在家乡的孩子和老人怎么
办？针对务工人员的最大牵挂，
各地要求加强空巢老人、留守儿
童的定期探访，为他们及时提供
各种帮助和服务。

作为人口输出大省，河南省
人社部门创新举措，加强与在外
出务工人员比较集中的浙江、江
苏、上海、广东、福建等地的协作，
同时针对留守老人、妇女、儿童组
织开展送爱心帮扶行动，让外出
务工人员能感受到家乡的关心，
能在他乡安心留岗。

湖南省相关部门表示，将及
时回应解决异地暂遇困难的湘籍
务工人员的实际困难，对外出务
工农民工家庭和留守妇女、儿童、
空巢老人开展节日慰问和上门服

务，减轻外出务工人员后顾之忧。
为了让陕西脱贫农村劳动力

安心留在省外务工地过年，年后
回家不受影响，陕西省人社厅近
日将转移就业交通补贴时限延长
至2021年年底。

“花式”暖心慰问
爱心帮扶不断

这个不一样的春节，各级政
府、工会和广大市民们，也给外来
务工人员送去免费发快递、辅导
子女作业等“花式”暖心慰问和帮
扶。

河北唐山市组织 5000 余名
志愿者到工地送口罩等慰问品，
并对有特殊困难的外来务工人员
及其子女实施“一对一”“多对一”
结对子帮扶。

广东省东莞市人社部门计划
开展 100 场以上走访慰问活动，
准备 2000 份“爱心大礼包”送给
外来务工人员家乡的亲人。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长庆街
道利用企业和爱心人士 10 余万
元捐赠，为响应“就地过年”倡议
的外来务工人员置办年货和心仪
礼物寄给远方的亲人。

山东开展送温暖系列活动，
提倡各市出台公园和旅游景区、
文化场所免费开放、免费邮寄年
货、赠送上网流量等措施，让农民
工们感受“他乡是吾乡”的温暖。

新华社北京2月1日电

更多“红包”来袭，留下过年的你你接住了！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
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要
求，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
入校园。确有需求的，须经家长同意、
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应将手机由学校
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

手机入校园，该进还是该禁？这个
话题早有讨论，正反双方各有道理。

反对手机进校园者认为，青少年自
控能力尚不足，部分自控力较差的学生
容易沉迷手机，影响学习、损害视力，甚
至接触到暴力、色情等不良信息。而另
一些支持手机进校园的家长认为，离开
手机，孩子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没法
与家长交流沟通。还有人提出，有的作
业就是要求在网上完成提交的，不带手
机怎么做？

对于如何解决禁带手机后的沟通
需求，教育部通知作出了安排：学校应
将手机管理纳入学校日常管理，制定具
体办法，明确统一保管的场所、方式、责
任人，提供必要保管装置。应通过设立
校内公共电话、建立班主任沟通热线、
探索使用具备通话功能的电子学生证
或提供其他家长便捷联系学生的途径
等措施，解决学生与家长通话需求。

教育部还明确，学校要加强课堂教
学和作业管理，不得用手机布置作业或
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

到这里，事情是否就已经完美解决
了？其实不然，手机进校园之争只是问
题的表层，真正的核心是，如何引导孩

子们正确、合理使用手机。
事实上，许多成年人都已被手机

“绑架”，更何况中小学生。
美国某大学对世界上 10 个国家

1000 名学生进行了 24 小时“无媒体”
体验实验，让他们在一天之内不使用包
括手机在内的任何多媒体设备。经历
了这个项目的大部分学生表示，失去了
手机让他们“坐卧难安”，表现出烦躁、
不安、紧张、消沉等负面情绪，很多人甚
至没有完成整个项目。

南京市玄武区教育局副局长张恒
柱介绍，管控中小学生在学校使用手
机，已成世界共识。意大利、法国、德
国、美国、英国、日本等明令禁止学生将
手机带进校园或者课堂，有的规定在教
师和家长的引导下学生才能使用手机，
芬兰禁止向初三以下的学生销售手机。

张恒柱建议，有效引导学生使用手
机，可通过管理、诊断、教育三步法。一
是管理。通过家长、学生、教师三方一
起制定共同的手机管理制度，帮助学生
在学校、家庭都能遵守规定，慢慢养成
良好习惯。同时开展丰富的活动，培养
学生高雅的情趣，给孩子提供比较合适
的宣泄压力的渠道，让孩子慢慢地放下
手机去做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事情。
二是诊断。分析“手机对这个孩子的意
义是什么”“学生没办法放下手机背后
的成长诉求是什么”等问题，增加教育
引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三是教育。
要入情入理，让学生真正意识到过度使

用手机的危害性和加强管理的必要性。
“要把手机使用管理当成对学生开

展教育的契机，充分挖掘其中蕴含的教
育价值。”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王殿
军认为，要通过手机使用管理，培养学
生的自制力和自我管理能力、培养规则
意识，帮助他们提升信息素养，学会网
络礼仪。

专家建议，制定手机使用管理规则
要全班师生或全家人一起讨论，并形成
公约。班级制定的公约要跟家长达成
共识，让学生在家使用手机的要求跟在
学校尽量保持一致，提高家校协同配合
的教育效果。不管在学校还是在家里，
规则一经制定，就要严格遵守执行，并

通过一段时间的强化，帮助学生养成规
则意识，自觉遵守规则，并形成依照规
则行事的良好习惯。

学会正确使用手机是一门必修课，
也是当下教育的一部分。王殿军说，手
机曾经是一个新生事物，在未来，我们
很难预测孩子的人生会出现哪些更新
的工具、更新的事物。现在让学生学会
正确使用和管理手机，那么将来学生走
上社会，才有可能在面对更新的事物时
做到正确驾驭、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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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手机带入校园，孩子孩子用手机应“拿得起放得下”

受疫情影响，
越来越多的人选
择今年春节不回
家。为了让亿万
“打工人”留得安
心、暖心，近日，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等七部门出
台多项鼓励政策、
发放补贴福利。

2月 1日，人
社部再发政策“礼
包”，宣布从2月1
日至3月31日在
全国开展“迎新
春 稳岗留工送
培训”专项工作，
鼓励就地休假和
留岗职工参加线
上线下培训，并可
享受培训、生活费
和交通等多项补
贴。

更多“红包”
来袭，留下过年的
你接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