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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青调查

团沁阳市委认真组织
实施第三届焦作市志愿
服务市长奖评选活动

团市委召开《青少年成长宝典》
征求意见座谈会

本报讯（通讯员小青）为了确保《青少年成长宝典》更
加适合青少年阅读，11月20日，团市委邀请20余名教师和
家长代表，为《青少年成长宝典》提意见、谈建议。会上，
老师和家长代表站在不同的角度，结合工作、生活中的体
会，围绕当前青少年的实际特点，提出了要增设青少年理想
信念启蒙、要多使用图片等10余条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
议。下一步，团市委将认真梳理征求到的意见和建议，完善

《青少年成长宝典》的编写内容，真正使这本小书成为孩子
们最需要、最喜欢的成长指南。

武陟：“党建之窗”服务群众

武陟县远程办、团县委积极开展“党建之窗”平台宣传
活动，利用青年流动服务站内的高清LED设备，定期下乡
巡回播放政策法规，方便广大党员青年干部和农民群众学
习。图为近日“党建之窗”流动站走进圪垱店乡播放节目。

马 宁 陈啸虎 摄

“云台光明号”
排查冬季取暖用电安全隐患

本报讯（通讯员李建强） 11 月 24 日，修武县电业局
“云台光明号”青年志愿者服务队深入各乡镇居民小区，对
冬季取暖用电设备进行全面排查，确保辖区居民冬季取暖用
电安全。

随着气温下降，很多居民开始用空调、电暖气等取暖，
用电量陡增。取暖电器功率大，部分居民家庭用电线路存在
老化现象，根本达不到大功率取暖电器负荷要求，加上部分
居民缺乏安全用电意识，容易人为造成用电安全隐患。针对
这一情况，“云台光明号”青年志愿者服务队高度重视，加
大冬季取暖用电安全检查力度，组织农电中心、供电所员工
对辖区内的居民客户取暖用电情况进行走访摸底，并对辖区
内供电台区三相负荷不平衡情况进行及时调整。在供电辖区
内开展冬季取暖用电设备安全隐患排查，深入冬季取暖用电
客户家中，排查用电取暖设备安全状况，检查线路、闸刀、
漏电保护器是否安全可靠。

截至目前，“云台光明号”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共更换漏
电保护器185个、刀闸35只，维修线路2.3千米，为辖区居
民客户冬季取暖用电安全提供了可靠保证。

中站区大家作学校开展留守儿童
“免费问候远方的爸爸妈妈”活动

本报讯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你们为了全家过上
好生活，在远离家乡的地方打工。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你
们要多穿衣服，不要受凉，因为你们的身体健康，才是我们
全家的幸福！”11月21日是“世界问候日”，对每个人来说
这都是一个温馨的日子。中站区大家作学校少先大队组织留
守儿童给自己在外地打工的爸爸妈妈打免费电话进行问候，
一报平安，二来
问候爸爸妈妈在
外工作情况。

图为该校留
守儿童在校长办
公室免费打电话
问候自己在外打
工的爸爸妈妈。

翟新全 李
玉霞 摄

山阳区青少年矛盾纠纷调解能手
大赛现场调解评比环节圆满结束
本报讯 11 月 18 日下午，团山阳区委联合区综治办、

法院、司法局等单位，在山阳区法院民事法庭举办了山阳区
青少年矛盾纠纷调解能手大赛环节的现场调解评比活动，在
前期卷宗评比环节脱颖而出的温书臣、毋桂莲、都淑菊等7
位选手参加了评比活动。

团山阳区委邀请山阳区法院组织真实案例在大赛中进行
调解，研究制定比赛规则、评比流程、评分细则，并采取现
场打分的形式，确保大赛比出水平、赛出风格、取得效果。

在比赛过程中，围绕离婚纠纷、变更扶养关系纠纷，参
赛选手们各显所长，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双方当事
人之间的矛盾与问题进行调解，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充分运
用自己的工作经验、知识积累与生活阅历劝说双方当事人，调
解比赛取得了良好效果，赢得了大家一致好评。（山团）

本报讯（记者刘婧）昨日，市中级人民
法院、团市委、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办公
室联合就推进涉案未成年人帮扶和未成年人
刑事案件审理工作出台新举措，对涉案困难
未成年人提供物质、心理辅导和助学等方面
的帮扶。明确当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
无法通知、不能到场时，应由团组织参与未
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这是我市在全国青少
年权益工作创新试点工作中，进一步做好未
成年人合法权益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
作的又一探索。

为帮助青少年解决成长发展中的实际困
难，促进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2013 年 11
月，团中央在全国遴选部分城市开展“青少
年权益工作创新”试点工作，我市被确定为
全省唯一试点城市，开展为期两年的试点工
作，对青少年权益工作进行创新推进。

结合我市涉案未成年人实际，为进一步
深入推进涉案未成年人帮扶工作，市中级人
民法院、团市委、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办
公室研究决定，对所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
当事人是未成年人的民事案件中涉及的困难
未成年人，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物质、心理辅
导和助学方面的帮扶。

在物质帮扶方面，设立帮扶资金。通过
希望工程公益基金、青年志愿亭爱心募捐、
社会化运作等形式设立专项资金，重点对涉
案困难未成年人提供物质帮扶。县市区法院
对案件审理中发现的困难未成年人进行摸排
汇总，由市中级人民法院、团市委统一审核
后进行资金发放，每名涉案困难未成年人的
救助标准不少于2000元人民币。

在心理帮助方面，开展心理辅导。积极
关注涉案困难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通过青

年法官、基层团干部、12355心理咨询师等
进行心理辅导，带领他们参观科普场所、生
态水系、城市建设等，帮助他们认知社会，
不断接触新事物新生活。同时，通过身边的
榜样激励和中国梦的感召，引导他们克服
自卑心理，养成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

在助学帮扶方面，实施爱心助学。通
过学校、教师、同学等多渠道掌握涉案困
难未成年人的在校生活和学业情况，依托
共青家教、志愿服务、圆梦行动等公益活
动，向未成年人赠送学习用品、提供课业
辅导。积极协调当地教育主管部门，争取
为涉案困难未成年人减免学杂费等相关费
用，帮助他们圆满完成学业。

与此同时，加强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思
想教育和心理引导。明确审理未成年人刑
事案件时，在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

未能到场的情况下，应通知当地团组织参
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

各级团组织收到法院委托后，应结合
未成年被告人的实际情况，选派经验丰
富、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善于做未成
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代表参与诉讼活动，
并提前将其情况报至当地法院进行审核备
案。

庭审时，参与庭审的代表认为有关人
员在庭审活动中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的，可以提出意见；法庭辩论结束后，经
法庭同意，可以参与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法
庭教育活动。

此外，法庭宣判后，参与案件审理的代
表根据犯罪原因、被告人认罪悔罪态度、案
件社会影响程度等情况，在法官的引导下对
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思想教育和心理引导。

我市出台新举措
保护涉案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为了增强女生的安全防范意识，提高女生的自我保护能
力，促进女生的身心健康发展，11月24日，团市委、市中
级人民法院在市职业技术学校举办了“共青大讲堂—关爱花
季，维权同行”活动。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综合审判庭副庭
长武芳结合审判实践和大量真实、鲜活的案例，将法条、法
理融入其中，深入浅出地为该校 200 多名女生普及法律知
识，讲解维权途径，受到学生们的一致好评。

左图为现场提问环节。
右图为武芳老师在授课。

本报记者 杨 帆 摄

2014年11月14日，河南焦作，焦作师专第六届女生节“魅力女生 内外兼修”节
目表演现场。黑色的背景犹如把表演者嵌入隔世的“空间”之中，沉醉、迷恋、彷
徨、追求，在各自的空间中，学生们演绎着自己的节目。成长亦是如此，只有少一丝
束缚，多一分空间，才能够扮靓人生，愿年轻的学子们能够在足够的空间里自由翱
翔！ 本报记者 赵林峰 摄

“共青大课堂—关爱花季，维权同行”
走进市职业技术学校

又到了年底跳槽的时候了。
选择在年底跳槽成了职场不成文的

规定，只是这次跳槽的主角变成了初入
职场的 90 后。智联招聘近期发布的

《2014 年秋季白领跳槽指数调研报告》
显示，90后职场新人中，有跳槽想法的
人数已超过一半。有人甚至在“百度知
道”上提问：怎么现在的年轻人这么爱
跳槽？

美国的一项调查证明了爱跳槽成为
年轻人的“世界通病”。尽管自大萧条之
后，美国的失业率第一次降到了 6%以
下，但是年轻人的失业率却依然不断上
升，现在这个数字已扩大到中年人的两
倍。但美国国家经济研究所的一个最新
调查显示，年轻人的失业率并不能反映
真正意义上的失业，只是年轻人可能比
他们的上一辈更喜欢跳槽。调查中还列
出了一组数据：年轻的雇员 （20-24
岁）在1年内的跳槽率是老雇员（45-54
岁）的3倍。

智联招聘发布的《2014年秋季白领
跳槽指数调研报告》显示，涌入职场的
90后越来越多，但他们对企业以及工作
岗位的忠诚度却在持续下降。调查显
示，90后职场人中，有跳槽想法 （含正
在办理入职/离职、更新简历和有意向）
的比例为55.4%，而在80 后群体中，这
一比例为47.3%。

90后群体才刚刚进入职场，为何他
们的跳槽比例会这么高？

智联招聘的调查报告显示，在2014
年秋季白领跳槽原因中，对职业发展空
间不满，排名第一，占比56%左右；对
薪酬水平不满，排名第二。在刚刚工作
的年轻人中，也有很多人都是因为对职
业发展和薪酬水平不满而选择跳槽。

对于这个调查结果，中国社会科学
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程杰认

为，追求职业发展空间的背后，其实也
是在追求更高的工资水平。薪酬待遇始
终还是首要考虑的问题，工资永远是最
重要的因素。

有人想在工作中体现自我价值，因
而选择新的工作机会；也有人因为工作
岗位与自己的喜好和期许并不契合，选
择出走。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
于海波教授认为，频繁地跳槽是因为现
在年轻人更偏好“易变性职业生涯”。
他说：“人们越来越不以单位而以职业
或者说行业为因素，来考虑自己的职业
生涯。”在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工作的
经历，可以让年轻人快速地了解行业现
状。

除了职业发展和薪酬水平等现实原
因，工作压力大、追求工作生活的平衡
也成为年轻白领想跳槽的重要原因之一。

智联招聘此前的年度最佳雇主调研
发现，“获取生活与工作的平衡”是中国
各城市职场人未来3年职业规划的首要
目标。此次《2014年秋季白领跳槽指数
调研报告》再次印证了这一职场动态。

于海波认为，企业在招募、培养员
工的时候就应该关注到他们个人的实际
生活。他建议，企业首先需要给员工提
供明确的发展路径和平台，让员工对工
作有信心；其次可以用“师徒制”的办
法让老员工带着新员工，帮助和反馈新
员工在工作和生活中的问题。这样员工
才能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得到幸福。

于海波建议，90后年轻人在参加工
作之前就应该有明确的职业规划，在转
型社会中，越早形成明确的职业规划越
好。而明确的职业生涯规划，应当是政
府、家庭、学校共同来引导形成的。

（据《中国青年报》）

辞职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一些90后为何频繁“闪辞”

风子·视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