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讨论

近年来低浓度有机磷接触对心脏损伤机制已开始受到关

注[ 1 ～ 3] 。有学者发现有机磷农药在很低剂量就能直接和胆碱

能受体作用 , 尤与心脏中分布最多的 M2 受体结合最为显

著[ 4] 。曹婉娟等观察到有机磷作业工人呼吸差均数与乏氏动

作反应指数均小于对照组 , 提示工人迷走神经功能受损[ 5] 。

本次调查可见 , 作业场所空气中有机磷农药浓度基本上未超

标 , 工人 AChE 活性降低亦不明显 , 但工人心电图异常率显著

高于对照组 (P <0.05), 其中以窦性心律失常为主 , 并有 5

人呈典型心肌缺血表现 , 同时发现接触组的心率低于对照组

(P<0.001)。再次表明长期接触低浓度有机磷农药对工人心

脏确有影响 , 但心电图异常与 AChE活性下降未呈相关平行关

系 , 提示低浓度有机磷农药对心脏的影响不一定完全通过胆

碱能机制 , 是否与血中游离的有机磷化学物对心脏的直接毒

性效应抑或与其迷走神经受损有关 , 有待探讨研究。

动物实验表明 , 染毒的大鼠可出现 T 波升高 , S—T 间期

显著延长 , R波升高 , P—R间期延长 , 证实有机磷农药对心

脏有直接毒害作用[ 7] 。在本次调查中也发现类似结果 , 接触

组Q—T间期明显比对照组延长 , RV
5
显著增高 , 提示长期接

触低浓度有机磷对心脏有直接损伤效应。

本次调查还发现 , 有机磷农药生产工人心电图异常率有

随作业工龄增长的趋势 , 我们认为这可能是反复接触低浓度

有机磷农药后 , 造成 AChE 活性轻微抑制以及直接损伤心肌的

叠加作用 , 出现了心脏功能性蓄积毒性所致。所以 , 应注意

加强农药生产工人的心血管监护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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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心理需求与对策探讨

Study on the mental demand laid-off workers for reemployment and its counter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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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通过问卷的方式调查了辽宁省大连 、 鞍山市的 260

名下岗职工的基本情况 , 运用 Foxpro 和 SPSS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和统计分析。调查表明 , 下岗职工心理 、 精神压力增

大 , 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抑郁和焦虑 , 使心理健康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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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之一 , 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人

数呈逐年上升趋势 , 职工下岗后由于经济来源的丧失 、 自我

价值不能得到体现等因素的影响 , 使他们在思想上产生了极

大困惑 , 感受到严重的心理挫折。本文通过对辽宁省大连和

鞍山两市下岗职工心理状况等因素的调查 , 了解他们的心理

和社会需求 , 为政府职能部门制定决策提供依据。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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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采取整群抽样的调查方法 , 分别抽取来自大连和

鞍山市某职业介绍所登记的下岗职工 , 由调查员询问并填写

问卷。共调查 290 人 , 有效问卷 260 份 , 有效率 89.66 %, 资

料全部输入计算机 , 运用 Foxpro和 SPSS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和分析 , 全部数据真实 、 可靠。

2　结果

2.1　下岗职工的一般情况

260 名下岗职工中男女比例为 1∶1.26 , 年龄分布以 20 ～ 29

岁为主 , 且整体文化程度较低。见表 1。

表 1　下岗职工的一般自然情况

项　目 人数 构成比 (%)

性　别 男 115 44.23
女 145 55.77

年　龄 20～ 110 42.31
30～ 67 25.77
40～ 83 31.92

文化程度 初中 107 41.15
高中或中专 112 43.08
大专 34 13.08

本科及以上 7 2.69

　　下岗职工中多数为国有企业职工 , 占 53.85%;而职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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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主要是由于单位效益不好 , 见表 2。

表 2　下岗职工企业类型及下岗原因

企业类型 人数 % 下岗原因 人数 %

国有企业 140 53.85 单位效益不好 136 52.31

集体企业 42 16.15 企业改制　　 68 26.15
合资企业 18 6.92 受领导排挤　 30 11.54

私营企业 16 6.15 技术文化欠缺 26 10.00

机关 、事业 、部队 8 3.08
其　他 36 13.85

合　计 260 100

　　分析职工下岗形式构成 , 有 60%的职工因单位裁员而下

岗 , 自愿下岗者占 33.85%, 因单位倒闭而下岗的为 6.15%。

调查群体中 , 60%的人对下岗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 另有 40%

的职工未曾考虑过会面临下岗 , 无心理准备 , 一时不知所措

而感到困惑 , 由此带来一定的心理问题。

2.2　下岗职工的心理状态

约有 41.15%的下岗职工对企业的体制改革采取积极支持

的态度 , 39.62%者不愿发表自己的看法 , 而消极对待者所占

比例较小 (19.23%)。下岗职工对单位裁员的看法见表 3。

表 3　下岗职工对单位裁员的看法

看　法 人　数 构成比 (%)

领导决定　 89 34.23

按规章裁员 25 9.62
不正之风　 29 11.15

不清楚　　 117 45.00

合　计　 260 100.00

　　对裁员制度的调查显示 , 有 45%的人对单位裁员制度不

清楚 , 有 34.23%的人认为职工下岗取决于领导。职工因下岗

而引起的部分生理 、 心理变化见表 4。

表 4　下岗引发的职工生理 、 心理问题

生理 、 心理变化 例　数 发生率 (%)

经常失眠　 169 65.00

易发怒　　 157 60.38

自　卑　　 184 70.77
心理压力大 106 40.77

苦　闷　　 69 26.54
失落感　　 46 17.69

　　下岗使职工心理 、 精神压力增大 , 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失

落 、 苦闷 、 抑郁和焦虑 , 心理健康受到一定影响。

2.3　下岗职工的就业倾向

下岗职工中 36.92%的人希望到国有企业再就业 , 愿意到

合资企业就业者占 21.15%, 反映出他们选择再就业的风险意

识相对较差。就工作条件而言 , 有 50.38%的人追求高待遇 ,

说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许多人的择业观念不断发生改变 ,

并愿付出更多的努力以实现其自身价值。

2.4　下岗职工的心理需求和社会需求

目前 , 针对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工程主要包括职业技术指

导 、 心理咨询 、 组织参加技能培训 、 介绍再就业单位等。在

调查下岗职工对心理咨询和参加培训的态度时发现 , 大多数

人愿意接受心理咨询 (187 人)和技能及相关知识培训 (161

人), 分别占总调查人数的 71.9%和 61.9%。另据统计 , 高达

91.54%的人希望得到再就业工程的帮助。本次调查还显示 ,

有 49 名职工 (占 18.9%)因缺少专业技能及经济因素等 , 不

愿到职业介绍所找工作。说明部分下岗职工对职业介绍所的

认识还存在一些问题 , 职业介绍所介绍工作的范围还应扩大 ,

以便给再就业者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 。

3　讨论

3.1　由于下岗是伴随着我国经济转型 、 改革深化而出现的较

普遍的社会现象 , 作为一种严重的生活事件 , 势必会影响下

岗职工的心理健康 , 在对应激事件的压力方面 , 以往研究发

现女性易出现抑郁 、 焦虑和紧张
[ 1]
。本次调查显示 , 下岗职

工中女性占较大比重 , 部分女工因年龄和生理条件 、 文化程

度及工作能力等自身条件的限制 , 属于就业的弱势群体[ 2] ,

尤其是 20 ～ 29 岁这一群体 , 下岗后多数感到没面子 , 而对

“不体面” 的工作又不愿意做
[ 3]
, 往往因为难以找到合适的再

就业岗位以及家庭经济收入的减少 , 而使她们心理健康水平

下降[ 4] 。因此 , 更多地了解她们的心理需求和社会需求 , 定

期为她们开展心理咨询活动和有关心理健康知识的讲座 , 以

鼓励女性下岗职工树立正确的择业 、 就业观念。 相关部门

(如社区 、 职业介绍所)在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同时 , 亦应

着力提高下岗职工的心理健康水平。

3.2　下岗职工虽然渴望重新就业 , 但存在着自我否定的自卑

心理 , 多数人还存在只有在国有企业就业才可称再就业的狭

隘意识 , 因此 , 对下岗职工心理调试的关键在于转变就业观

念。政府部门可通过扩大内需 , 为下岗职工提供更多的可选

择的职位[ 2] , 同时鼓励下岗职工积极到国企以外的非公有制

企业就业 , 这样不仅可以解决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 , 还可

充实非公有制企业专业技术和管理的力量。

3.3　本次调查可看出 , 下岗职工对再就业工程的认识尚存在

一些问题 , 在对 49 名不愿意到职业介绍所找工作的下岗职工

调查中发现 , 近半数的下岗职工认为在职业介绍所找的工作

不满意;1/3 以上的人受自身条件限制 , 不能通过职业介绍所

找到理想的再就业岗位。为保障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基本权益 ,

政府职能部门 、 职业介绍所及用工单位在为下岗职工介绍工

作时 , 应以知识 、 技能和其综合素质为考核标准 , 使他们尽

快走上适当的工作岗位。

3.4　建立培训机构 , 加强对下岗职工的知识 、 技能和业务水

平培训 , 拓宽下岗职工的就业渠道。本次调查资料表明 , 下岗

职工中大多素质较低 , 技能单一 , 大专以上者所占比例不足

16%。因此 , 希望有关职能部门加强对下岗职工进行职业和技

能培训 , 提高其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 ,以适应再就业后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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