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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王某为某公司刚入职的员工，公司
的车间主任安排其暂时先做打扫卫生的
工作，次日跟随师傅张某学习回收酒精
相关工作。休息时，王某看见师傅张某
在工作台备料，想提前熟悉情况，即跟随
张某到工作台旁观看张某操作。由于设
备故障，回收酒精岗位发生酒精溢料事
故，随时有爆炸可能，现场人员均从工作
现场窗户跳出。王某在跳落地面时双足
摔伤，经医院诊断为双侧跟骨骨折。之
后王某向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但
公司认为王某受伤时从事的工作与领导
指派的任务无关，不能算工伤。

那么王某这种情况可以被认定为
工伤吗？

分析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
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
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
工伤。这里的“工作场所”是指职工从
事工作的场所，例如职工所在的车间，
而不是指职工本人具体的工作岗位。

本案中，王某提前跟随师傅进行学
习是按照管理人员即车间主任的安排
进行的，并不是擅自离岗换岗，不属于

“串岗”，应为正常工作变动；其次，即使
认定王某上班期间“串岗”行为成立，王
某仅是违反了相关企业管理制度，并不
能改变王某仍在工作场所内工作的事
实，不能因此影响工伤认定。

所以王某这种情况应当被认定为
工伤。

（来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政务
微信公众号）

如今，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求职者的就业渠道非常广泛，可选择
范围更加多元，对于未来的职业选
择，毕业生需要关注四个要点。

一是以兴趣为起点，分析优势能
力。所谓“职业选择”就是求职者从
实际情况出发，根据自身的知识、技
能、兴趣、性格等特征，对就业的方向
和类别进行选择与确定。每位毕业
生可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如：行为特
征、性格特征等，分析自己想要从事
哪方面工作的兴趣和愿望。

二是了解自己的职业价值观。
职业价值观是你对职业的态度与认
知、对职业目标的向往和追求以及个

人价值观对职业生涯的影响等。
三是精准评估自身专业能力。

毕业生求职前，要对自己的知识、技
能、经验、性格以及优劣势等进行正
确评估；同时，根据评估对自身的职
业生涯进行精准定位，如：方向定位、
岗位定位以及薪酬定位等，评估出自
己能够胜任什么样的职业或岗位。

四是外部环境对职业选择有影
响。毕业生在正确评估、精准定位的
同时，还要了解目前市场环境能够提
供给你什么机会，自己的选择在大环
境中的发展状况、含金量以及未来发
展趋势等。同时，还要考虑家庭环境
的影响。 （本报综合）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姜琳）近
日，人社部印发的《技工教育“十四五”
规划》（下称《规划》）明确，“十四五”期
间，我国将持续提升技工院校毕业生
待遇，推动落实毕业生享受就业创业、
参军入伍等相关政策，中级工班、高级
工班、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生分别
按照中专、大专、本科学历落实职称评
审、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等有关政策。

《规划》还提出，全面加强学生权
益保障。调整改版技工院校毕业证
书，为毕业生各项政策待遇落实提供
支持。完善学生实习管理制度，积极
探索实习生参加工伤保险办法，加快
发展学生实习实训责任保险和人身
意外伤害保险。

技工院校是培养生产和服务一
线技术工人的专门学校。人社部数
据显示，截至2020年末，全国共有技
工院校 2423 所，在校生 395 万人，
2020年全年面向社会开展各类职业
技能培训超过400万人次。

按照《规划》，“十四五”期间，技工
院校在校生规模将保持在360万人以
上，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97%以上；到
2025年，面向企业职工和就业重点群
体开展职业培训2000万人次以上，累
计培养培训高技能人才 200 万人以
上。技工院校将发展成为开展学制教
育和职业培训服务技能人才成长的重
要平台、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
成、构建技能型社会建设的重要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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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是社会
稳定的重要保障。国家统计局最新数
据显示，1至 10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
业1133万人，提前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10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4.9%，与上月持平，低于上年
同期和2019年同期水平。其中，

25岁至59岁就业主体人群城镇调查失
业率为4.2%，处于较低水平。”国家统
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说。

作为经济“晴雨表”，就业数据真
切反映了经济社会持续稳健发展的
态势。

今年以来，随着企业生产经营得
到恢复发展，我国就业形势逐渐企
稳，线上线下招聘市场热度不断回
升。以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为代表
的重点群体就业稳定增长，带动城镇

失业率稳中有降，成为社会稳定的有
力“助推器”。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0月份青年
人失业率为14.2%，连续三个月下降，青
年人就业状况逐步改善，大学生就业
入职逐步增加；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
规模基本稳定，脱贫劳动力务工总量
持续增加，9月底达到3103万人，超过
去年规模。

亮眼成绩，离不开就业优先政策
不断显效。

今年以来，就业工作推动有力有
序——《“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印
发，明确“十四五”时期促进就业的指
导思想和主要目标；推动减负稳岗扩
就业政策加快落地实施，向161万户企
业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151亿元；重
点群体帮扶精准有效，启动实施2021
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行动，促进农
民工外出务工和就地就近就业，鼓励
返乡创业。

近期，一系列招聘活动火热开
展。11月8日至21日，2021年全国人力
资源市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周活动

举办，各类网络招聘会、现场招聘会、
专场招聘会、就业创业指导等活动，为
高校毕业生提供了多样化就业服务。
2021年金秋招聘月活动启动后，各地
出新招、出实招，持续开展“线上+线下”
全方位就业服务活动，着力为重点群
体和用人单位搭建供需平台。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
进司副司长宋鑫表示，今年以来，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有关部门坚
持就业优先，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切
实减轻企业负担。随着我国经济持
续恢复，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延续实
施，全方位就业服务持续发力，就业
形势保持总体稳定、好于预期，稳就
业态势更加积极。

此外，灵活就业发挥吸纳就业“蓄
水池”作用更加显著。互联网经济蓬
勃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持续
加快发展，推动灵活就业人数不断提
升。更具活力的新职业不断出现，为
就业者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吸纳就业
的能力不断增强。

（本报综合）

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