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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林：小培你好！我是一名失业人员，由于自己掌握的职业技能
不多，所以求职屡屡受挫。最近，我了解到政府部门有一些技能方面
的培训，而且鉴定合格还有补贴。我想了解一下应该如何参加？

小培回复：根据沪人社职发（2016）55号规定：劳动者需要参加
补贴培训的，可凭本人身份证（或社保卡）或相关身份证明，到区就业
促进中心接受培训指导后，自主选择补贴培训项目，并提供本人相关
银行账号。同时，劳动者应在选择补贴培训项目之日起3个月内，持
本人身份证（或社保卡）到自主选择的补贴培训实施机构报名注册。
补贴培训实施机构应当与学员签订《补贴培训协议》，明确培训项目、
授课安排、培训收退费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等内容。

山西省非遗传承人梁盛萍最
近向世界技能博物馆捐赠了自己
的两幅剪纸作品：《改革三部曲》
以及《十二生肖团花》。2009 年
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拥有
1500多年历史的中国剪纸，由此
也进入了世界技能博物馆的最新
藏品之列。

今年 47 岁的梁盛萍是山西
省剪纸协会副会长，省一级民间
工艺美术师。其捐赠的剪纸作品
——《改革三部曲》曾在“纪念改
革开放30周年中国·中阳全国剪
纸艺术展”中荣获金奖，梁盛萍在
人民大会堂领了这个奖。

看这幅作品，不由让人感慨，
一把剪刀一张纸，竟可以创造一

个世界。
在 这 张 85 厘

米×60厘米的长方
形红纸上，梁盛萍

“剪”出了三代人不
同的生活：爷爷那
辈儿，住的是土窑
洞，农活全靠人力
挑、背、扛，生活穷
困；爸爸那辈儿，有
了四眼砖瓦房，还
有了摩托车，农活靠的是畜力、小
平车，粮食满屯，生活有了保障；
再看我们这一辈，高铁、高速公路
通到家，新盖的房子3层高，还有
了自家的小汽车……

“我是农村长大的，中国开始
改革开放时，我正好 5 岁，可以
说，一路见证了改革开放带给农
村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觉得这幅
剪纸作品充满了正能量，捐赠给
世界技能博物馆很合适。”

另一幅《十二生肖团花》则是
梁盛萍人生中第一次获得全国性
大奖的作品，那是在 1991 年，她
刚满18岁。“当时，全国首届中师
生美术作品展手工组评了 12 个
一等奖，我的作品是唯一获得一
等奖的剪纸作品。”那时，梁盛萍
还是山西省平定师范学校的一名
学生。说起来，她之所以选择读
师范，还是剪纸的关系。

1973年，梁盛萍出生于山西
省阳泉市平定县一个名叫神子山
的小山村。在这个偏远的小山

村，剪纸、刺绣、布艺品是这里的
女红；盘合（平定县一种独特的剪
纸，多贴在新婚房间里寓意幸福
甜蜜）是这里的“民间结婚证”。

梁盛萍就出生、成长于这样
一个剪纸文化浓厚的小山村，奶
奶还是村里一等一的剪纸高手。
不过，家里人并不希望梁盛萍学
剪纸。

“那时我们村里家家户户都
把希望寄托在孩子的学习上，把
读书当作出人头地唯一的途径，
我的父母也是这样，觉得剪纸没
出路，是浪费时间。”

偏偏梁盛萍迷的就是剪纸。
“小时候看到自家和邻居家

窗户上好看的窗花剪纸，就会很
激动！记忆最深刻的是姑妈结婚
时洞房里贴的大红盘合剪纸，看
得都呆了！”

对剪纸情有独钟的梁盛萍，
总会细心观察好看的剪纸花样，
回家后凭着记忆剪，也会照着奶
奶的剪纸模仿着剪，爸爸看到了

睁一只眼闭一眼，但妈妈看到了，
不是把剪纸撕掉，就是揉成团扔
到正在烧的炕头里。

在学校剪纸，受到的“待遇”
也没好到哪里去。梁盛萍回忆，
上小学时，因为在课堂上偷偷剪
纸，被罚“面壁思过”是常有的
事。“老师有一次找我谈话，让我
以后不要再剪纸了。我说，让我
不剪纸做不到，但我以后保证不
在课堂上剪了。”

那次谈话后，梁盛萍没再在
课堂上剪纸了，但她常禁不住想：

“学校要是有剪纸课该多好，就可

以光明正大地剪纸了。”渐渐地，
当老师、当一个支持学生剪纸的
老师——这个愿望在梁盛萍心里
扎下了根。

1990年，梁盛萍如愿考入山
西省平定师范学校，并报了美术
选修班。3 年后，梁盛萍从平定
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平定师范附
属小学当了一名美术老师。

在读师范的 3 年间，梁盛萍
多幅剪纸作品获重要奖项，其作
品《百鸡鸣春图》还被包括中央电
视台在内多家媒体报道。面对这
位“明星剪纸老师”的加入，平定
师范附属小学领导在众多的兴趣
小组中又加设了剪纸。

但梁盛萍并没有就此满足：
自己的成长经历以及所见所闻，
让热爱剪纸的她忍不住为剪纸的
未来感到忧虑。 （未完待续）

（世界技能博物馆）

【世赛征集故事】

非遗传人梁盛萍：左手“剪”出世界，右手教学相长（上）

今年以来，宝山区人社局依
托“AI智能全程网办”系统，实现
劳务派遣年报全程网上办理。为
劳务派遣企业提供更快、更好、更
优的政务服务，促进“一网通办”
从“能办”向“好办”和“智能办”转
型升级。

上海博霖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负责人樊经理表示：“我们企业在
2 月初就早早准备好年报材料
了，但由于员工未复工、疫情严控
措施等情况，未能前往区行政服
务中心提交材料。没想到复工后
就收到了宝山区人社部门的短信
提示，还有寄送过来的通知和操
作手册，指导我们通过网络下单
的形式免费寄送纸质材料。顺利
提交了年报材料后，还可以通过
手机查询物流状态和受理情况。
快递取件后的第二天，我就在网
上查到办理批复并成功打印，整
个过程非常通畅高效。”

今年，宝山区涉及劳务派遣
年报的企业数量比去年增加约
1/5。按照往年要求，劳务派遣企
业在网上填报信息后，还需前往
宝山区行政服务中心窗口提交纸
质材料。申报企业如果集中到窗
口提交材料，势必对疫情防控工
作带来压力。如何在确保完成年
报工作任务的前提下，既减少办
事人员跑动，又减少人员聚集？
宝山区人社局多次探索研讨后，
最终决定尝试在运用区行政服务
中心新开发的 AI 智能机器人收
件系统的基础上，再接入中心免

费双向政务物流平台，将区“AI
智能办”系统升级打造为“AI 智
能全程网办”系统，全面提升政务
服务能效。

如今，宝山区劳务派遣企业
进行年报时，竟如此方便：企业通
过拨打电话人工免费下单，或通
过行政中心公众号“统一物流”免
费下单，提交书面材料。宝山区
人社部门收到材料后进行受理审
核，若材料存在问题会进行电话
沟通。审核通过后，宝山区人社
局将短信通知企业，自行上年报
网站下载具有电子印章的年报回
执单。在材料齐全的情况下，从
经办部门收到材料后开始算起，
企业最快一个小时内即能自行上
网打印电子回执。

据了解，今年宝山区共有
512家劳务派遣企业完成年报工
作，且 100%全覆盖使用“AI 智能
全网办”完成办理。为确保“AI
智能全程网办”系统运行顺畅，又
能被办事企业所接受，宝山区人
社局创新思路、优化流程，跑出宝
山“一网通办”政务服务
加速度。

宝山区人社局牵头
成立专项联合工作组。
多次召开“AI 智能全程
网办”专题研讨会，与区
行政服务中心和软件公
司就流程再造、措施优化
等事项开展专门研究。

宝山区人社局印制
“AI 智能全程网办”宣传

手册。用图文并茂的形式详细解
释了企业运用“AI 智能全程网
办”系统开展年报工作的方法和
路径，并通过快递逐一寄发给各
劳务派遣公司，向其提供全面、精
准的帮助指导。

宝山区人社局创新搭建 AI
智能收件通道与区行政服务中心
政务物流服务的无缝对接平台，
指导办事企业通过区行政服务中
心公众号中的“统一物流”栏目或
电话下单寄送纸质材料，实现纸
质材料递交形式由“智能机器人
现场收件”向“网上下单，快递寄
送”的再次改革，并提供在线下载
打印电子回执服务，将“不见面”
办理贯穿政务服务始终，真正实
现企业办事零跑动。

宝山区人社局在线上和线
下均设置了专门工作人员，就企
业在“AI 智能全程网办”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快速响应、指导帮
办，并积极引导劳务派遣企业运
用“AI 智能全程网办”系统开展
年报工作。 （宝山区人社局）

【各区动态】

宝山区劳务派遣年报“AI智能全程网办”诞生记
















 【便民问答】

小依想辞职，但是发现单
位欠缴了几个月的社保费，她
担心自己离职后单位欠缴的社
保费等同于放弃？是这样吗？
快来看解答：

Q：我刚打印的个人社保单
上2019年10月～12月显示都是
欠缴，单位肯定是没给我缴费吧？

A：嗯，从目前显示来看，您
这几个月的社保是属于单位欠费的。

Q：那怎么办？我想辞职了，
但是听说换个单位的话，老单位
欠缴的这几个月社保就等同于放
弃啦，那我岂不是亏大了？

A：这个您不必担心。已经
产生记账信息的月份，不会因
为您离职而消失。等单位把这
笔社保费清欠后，目前显示欠
缴的月份都会记账的，这与您
是否已经离职没有关系。

离职之后单位欠缴的社保费等同于放弃？

【回应】

48岁的张先生虽然没有在上
海落户，但是来到上海在一家民企
工作已经15年了。他十分疑惑不
解，为何自己的人事档案一直在老
家却不能转至上海来保管呢？

一位刚在上海高校毕业的
外地应届毕业生小王，也提出了
类似的疑问：我在上海读了大学，
并留沪刚在一家外企入职，为何
我的档案还要转回户籍地呢？

下面我们来看看具体规定吧：
在上海工作的外省市户籍

人员属于跨地区流动人员：
首先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国家档案局

《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员人事档
案管理服务工作的通知》（人社部
发【2014】90号）规定：跨地区流动
人员的人事档案，可由其户籍所在
地或现工作单位所在地的公共就
业和人才服务机构管理；

其次根据上海市委组织部、
人社局、发改委、财政局、档案局、
民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流
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工作的
意见》（沪人社力【2015】468号）规
定：全面贯彻人社部发【2014】90
号文件精神，结合本市实际情况，
以区县属地化管理为基础，建立
市有关部门指导协调、区（县）和
街镇分级分类管理的流动人员
人事档案管理和服务体制。

由此按照户籍所在地属地化
管理的原则，外省市户籍人员的人
事档案应由当事人的户籍所在地
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管理。

目前在上海工作的外省市
户籍人员的档案管理分为以下
三种情况：

（一）在上海市各级党政机
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含国有
控股企业）工作的人员，其人事档
案由单位组织人事部门或上级主
管单位集中统一管理。（根据《干
部档案工作条例》第九条、《关于
简化优化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
服务的通知》第十四条）。

（二）在外企、民企等工作、
或为自由职业的人员，因所在工
作单位不具备人事档案管理权
限，其人事档案由当事人的户籍
所在地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
构管理。（根据沪人社力【2015】
468号相关规定）。

（三）上述第二种情况中的
人员如申报上海市居住证积分
业务，则由各受理网点结合个人
具体情况而调集其人事档案核
实后予以保管，故也会有部分跨
地区流动人员的人事档案存放
在市、区人才服务中心。

上面提到的张先生和小王，
均属于第二种情况，他们的人事
档案应由当事人的户籍所在地
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管理。

我的档案，到底去哪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