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7 要闻要闻2024年 2月 6日 星期二

前不久，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居民

赵吉如愿入职新单位。此前，赵吉被一

家百货公司违约辞退，在社区劳动关系

协调员的帮助下，他成功维权，并在 3 个

月后通过社区的牵线找到了安保公司押

运员的工作。“我有营运车辆驾照，七宝

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在再就业登记

时记录了这项劳动技能，所以推荐给我

的工作比较合适。”赵吉说。

从失业维权到就业帮扶，近年来，上

海 持 续 推 进 建 立 劳 动 关 系 矛 盾 预 警 机

制、劳动解纷“一件事”改革、解纷就业联

动衔接等改革举措，推进源头预防、流程

提效、末端帮扶等全流程服务。

提前介入智慧预警，
注重源头排查化解

在闵行区“劳动关系智慧预警管理

平台”电子屏上，全区的劳动纠纷案件概

况 一 览 无 余 —— 全 区 用 工 5 人 以 上 的

10463 家企业全部纳入实时监管；当前处

于预警状态的 211 件案件按照拖欠工资、

单位关闭、劳动力减员、单位搬迁等预警

类型分门别类，并以红、橙、黄、蓝等 4 个

颜色标识出案件的风险级别，显示处置

进度。

“预警平台收集案件信息后，会自动

研判分出风险等级，并按风险等级派单

给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

场处置。”闵行区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

沈萍介绍，预警平台通过公开平台等多

个信源收集司法处置、行政处罚、信用安

全、经营异常、企业舆情等风险信息，对

劳动关系矛盾风险进行评级预警。

“除了自动研判，还要靠遍布全区 13
个街镇、1 个市级工业区的 311 名社区劳

动关系协调员，他们日常走访排摸自己

负 责 联 系 的 企 业 单 位 ，掌 握 第 一 手 信

息。”沈萍说。

在劳动关系矛盾事件萌发之初，人

社部门能否提早介入，从源头上避免事

态扩大？2019 年，闵行区人社局开发了

数字化预警平台。智能化预警机制不仅

带来了劳动纠纷突发事件处置的及时高

效 ，更 让 劳 动 纠 纷 数 量 大 幅 减 少 ，2023
年，闵行区人社部门接处的劳动纠纷突

发事件仅 10 起。

预 警 平 台 也 减 轻 了 街 镇 和 企 业 的

压力。

2023 年 5 月，位于闵行区浦江镇的

上海虎生电子电器有限公司将工厂整体

迁至江苏南通。

早在 2023 年 2 月，浦江镇劳动关系

调解员徐英就摸排了解到 500 多名员工

中有 100 多人因各种原因不愿离开上海，

其中 30 多人对补偿方案有异议。他一边

将情况上报“预警平台”，一边与有异议

的员工接触调解。而后，闵行区人社局、

工会、企业联合会等三方进行多轮协商，

拿出了公司和绝大部分员工认可的补偿

方案。

“没有区人社局和浦江镇细致的前

期 准 备 ，我 们 不 可 能 顺 利 完 成 这 项 工

作。”虎生电子公司人事专员裴芹芹说。

目前，上海市人社局已建立起覆盖

市、区、街镇三级的劳动纠纷预警机制。

“一口受理”一站办结，
解纷通道提质增效

50 岁的叶顺没想到自己一趟窗口都

没跑，3 天就完成了维权。

2023 年 5 月，他原本要和工作了 3 年

的酒店续签合同，可等来的却是一纸辞

退告知。多次沟通无果后，叶顺登录上

海“一网通办”移动客户端“随申办”，在

“劳动解纷一件事”办事板块，按照系统

指引录入基本信息、填写案情诉求、上传

劳动合同，几分钟就提交了维权申请。

申请提交的第二天，叶顺就接到浦

东新区人社部门的电话问询。在查实酒

店违约信息后，浦东新区人社部门帮助

叶顺拿到了补偿金。

叶顺感受到的维权便利是浦东新区

近些年改革的结果。2018 年，浦东新区

率先实行劳动争议综合受理改革，并自

2020 年起率先推进“劳动解纷一件事”改

革，实现基层调解、劳动监察、劳动仲裁

“一口受理、线上受理、智能受理”。

浦东新区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处长李

剑军介绍：“我们对浦东新区近 3 年 6 万

多条劳动监察、劳动仲裁维权的数据进

行分析，梳理、总结新区劳动关系矛盾常

见 的 21 类 事 由 、73 项 请 求 及 所 对 应 的

300 余项表单要素、500 余条法律依据、

100 余个计算公式，建立劳动维权知识

库，构建劳动维权智能辅助系统。”

劳动者仅需录入基本信息、选择案

情诉求，即可由系统智能生成维权请求，

并进行受理。浦东新区的劳动维权申请

时间与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基层平均调

解成功周期从 15 日缩短为 5 至 7 日，调解

受理数同比上升 41.69%，调解成功数同

比上升 40.81%。

在浦东新区的张江镇，除了“一口受

理”，还有独具特色的“劳动争议调解室”

“劳动争议仲裁院张江仲裁庭”“浦东新

区法院张江巡回法庭”三合一模式。

张江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主任

蔡卫国说，张江镇率先探索的“三合一”

改 革 ，“ 写 入 ”了 浦 东 新 区 人 大 立 法 。

2023 年 5 月，浦东新区正式实施基层调

解、劳动仲裁、起诉立案、诉讼裁判、强制

执行一站式全流程闭环的劳动人事争议

解决机制。

“提前介入处置在前端化解了矛盾，

进 入 法 院 诉 讼 环 节 的 案 件 自 然 就 减 少

了，既缩短案件流程、提高处置效率，也

缓解了法院的办案压力。”浦东新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院院长王玲说。

2023 年，上海市人社部门受理处置

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案件 20.7 万件，结

案率 93%，调解率达 73%以上。据统计，

上海市涉劳动纠纷类案件，进入法律诉

讼环节的案件数量占案件总数的比例少

于 10%。

解纷就业无缝衔接，
精准帮扶保障民生

“多亏了街道牵线帮忙找工作。”49
岁的浦东新区居民陈雪叶，失业后很快

收到了浦东新区洋泾街道社区事务受理

服务中心推荐的工作岗位，顺利入职一

家宾馆。

原来，浦东新区人社局专门成立的

就业援助工作小组，为像陈雪叶一样的

失业人员建立了再就业跟踪机制，将劳

动 关 系 矛 盾 化 解 与 精 准 就 业 服 务 有 机

衔接。

上海市人社局针对劳动关系领域的

矛盾纠纷，积极构建劳动解纷和就业帮

扶相结合的闭环工作模式。上海市人社

局副局长谈琳说，劳动解纷的目标是促

进和谐的劳动关系。调处劳动纠纷要有

标本兼治的系统思维，不能只追求“案结

事了”，更要追求“人和”。解决好劳动者

的就业出路，就能够有效避免和化解矛

盾纠纷。

前不久，浦东一家企业关停，浦东新

区人社局就业援助工作小组第一时间介

入牵线搭桥，最终 1689 名员工实现了再

就业。闵行区将“劳动关系智慧预警管

理平台”与“易就业”平台的数据对接，人

社部门在处置企业“关停并转迁”以及裁

员等情况时，直接向涉事职工提供就业

援助服务，实现“劳动关系矛盾处置+就

业岗位推送”无缝衔接。

2023 年，上海市人社部门为劳动者

推荐工作岗位 32.3 万人次，实现再就业

16.05 万人次。

上海推进源头预防、流程提效、末端帮扶全流程服务

高效精准化解纠纷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本报记者 黄晓慧

2023 年，上海市人社
部门受理处置的劳动争议
调解仲裁案件 20.7 万件，
结 案 率 93% ，调 解 率 达
73%以上。如何预防群体
性劳动关系矛盾？矛盾发
生后如何快速化解？如何
帮助劳动者寻找就业出
路？请看记者调查——

核心阅读

低温雨雪连绵，压不住石金贵的热乎劲。200 多平方米的新屋刚搭好

木框架，他几乎天天都在工地上盯着，“搞民宿开新篇是大事！”

这里是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吕洞山镇黄金村，武陵山

区深处，保靖黄金茶的核心产区。保靖黄金茶“香、绿、爽、醇”，是当地的一

张金名片。石金贵的保靖县绿康源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去年黄金茶销

售额就有 1300 多万元。市场光景正好，他算起优化升级的“三笔账”。

算销售账，不能只唱“独角戏”。石金贵自家茶叶基地 200 多亩，带动周

边基地 3700 多亩，统一技术、统一标准、统一销售。石金贵带着产品跑了国

内几家大型茶展会，触动不小。“200 多元一斤的中端茶，一下就卖脱销。”石

金贵说，以前主做春茶，价高成本也高，今后打算把夏茶做起来，“中低端茶

的市场空间，同样大有可为”。

算品质账，来不得丝毫大意。村里的黄金茶种植面积已近饱和，茶叶品

质能否保持高位？绕过山岭，石金贵领着记者去看生态茶谷。平台处远眺，

一条白色细线沿山坡而上。“这叫单轨运输机，不破坏山体、不占用山地，茶

叶、有机肥都靠它运送。”石金贵说，村里的单轨运输线，目前建了 2 万多

米。“要把生态理念融进每个环节。绿色、生态、有机，不论是茶农还是护林

员，大家都在相互提醒，要守住品质线，不能砸了自己吃饭的家伙。”

算价值账，三产融合大有空间。围径 30 厘米以上的古茶树，黄金村就

有 2000 多棵，最大树龄 417 年。“以前只知道出去找客户，现在得想方设法把

客户引进来。”石金贵外出学习了不少地方，瞄准的就是办民宿、兴茶旅。

连日盯工地，石金贵的嗓子有点嘶哑，可算起三笔账，中气十足。中气

背后是信心：“走好优化升级路，未来一定会更加灿烂！”

湖南保靖——

茶旅融合话升级
本报记者 颜 珂

鞭炮响，芦笙起，侗家歌欢。村民吴春雷身着侗族盛装，在迎宾队伍中

担任芦笙头。吹得卖力，脸上红扑扑、笑盈盈。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平岩村，群山耸立，绿水环绕，

2024 年春节“村晚”暨“春到万家”群众文化主会场活动在这里拉开帷幕。

广场稍稍布置就是舞台。村民、游客早早聚拢过来，抱着娃鼓掌的，吃

着百家宴叫好的，恰巧背着年货路过停下脚步的，挤在人群中踮起脚尖瞧的

……清冽湿润的空气中，弥漫着收获的气息。

一曲罢，掌声起，吴春雷鞠躬致谢。从小在寨子里长大，吴春雷从记事

起就爱听芦笙，稍微长大一些，便学着吹、赛着吹。外出打工好些年，他越发

觉得民族的东西最稀罕，“芦笙陪伴，奏出了信心，迎来了幸福生活。”

吴春月是侗族大歌自治区级传承人。这些年，越来越多人加入传承队

伍，吴春月做培训、进校园、进社区，“县里搞民歌大赛、大歌节、旅游节，侗族

大歌、琵琶歌终日飘荡在寨子里。”吴春月还开了一个侗家餐馆，主打听侗族

大歌、吃侗族宴席，顾客盈门，“2023 年收入 20 万元左右。”

守护山水，赓续文脉，文化优势和自然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侗族

儿女把生活过得热气腾腾。

演出所在的程阳八寨景区由 8 个自然屯组成，自然风光、民族风情、传

统风貌、文物古迹兼而有之。

村民导游石祖勋 10 多年间带过世界各地的旅行团，谈起乡亲们的生

活，他乐呵呵地说：“农闲时节当导游，美好生活不用愁！”平岩村党总支书记

杨乐攀说：“日子唱在歌里过，天天有戏演，月月有节过，文化旅游业红火得

很。”2023 年，全村人均收入预计突破 2.1 万元。

广西三江侗寨——

热闹“村晚”年味浓
本报记者 郑海鸥

本报北京 2月 5日电 （记者张天培）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

局获悉：2023 年，国家移民管理部门全面优化调整出入境政策

措施，便利中外出入境人员往来。指导各地有序恢复受理审批

中国公民出国旅游、访友普通护照申请，恢复边境旅游出入境证

件和赴香港商务、旅游签注办理，恢复口岸签证等外国人入境政

策；进一步便利内地与港澳间人员往来，全面启用改革升级的智

能签注设备 4500 余台，480 余万内地居民享受到往来港澳出入

境证件“全国通办”便利，为办证群众节省费用 88.8 亿元。

积极畅通引才引智渠道，吸引高端境外人才和投资者到境

内工作、生活。创新推出服务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建设以及支持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等 30 余项移

民管理新政。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试点实施往来港澳人才

签注政策，持证人可享有 30 天在港澳从事学术交流研究活动的

便利。截至 2023 年底，已有超过 1.9 万名内地高层次专业人才

获批人才签注。

升级政务服务平台功能，大力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

便利化。延长申请人因私出入境记录查询时限，并先后推出 8
项网上便利服务举措；部署启用新版外国人永居证——“五星

卡”，上线“英俄法西阿”5 个语言版本网站，为外国来华人员提

供生活指引服务。

国家移民管理局提升服务效能—

便利中外出入境人员往来

本报北京 2月 5日电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对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孙

志刚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孙志刚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违背“两个维

护”政治原则，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力，阳奉阴违，搞

“七个有之”，任人唯亲，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在干

部考察中搞非组织活动，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违规多占住房，在生活保障方面谋求特殊待遇，接受可能影

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如实报告

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廉洁底线失守，

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利用职务影

响为其子经营活动提供帮助；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不重视家风

建设，对配偶、子女失管失教；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

谋私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

股份认购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孙志刚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

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

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

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孙志刚开除党籍处

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

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全国人大财经委原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委
原书记孙志刚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收货、装车、发长途、入冷库……来自河南许昌的青椒经销商史观军，这

些天又忙起来了。自从 25 年前跟广东湛江这片土地结缘，他就像一只候

鸟，每年 12 月过来，次年 3 月离开，一待就是 3 个多月。

“我设了个收货代办点，专门往青海西宁发货，每年都要发上一百来车，

每车都是 30 吨左右。”坐在雷州市龙门镇平湖市场的货栈里，望着面前堆积

如山、光亮喜人的青椒，史观军颇有些兴奋。

平湖村两委负责人张策介绍，平湖市场目前是雷州市最大的北运菜市

场，主要交易辣椒、花生、香芋等品种，其中光是辣椒的交易量年均约 1
亿斤。

湛江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莫植贵告诉记者，作为南菜北运重要基地，湛江

市近年来已基本形成生产规模化、布局区域化、品种多样化、经营产业化的

蔬菜产业格局。 2023 年，全市冬种蔬菜播种面积 113.87 万亩，占全年的

45%，其中约 159 万吨作为优质北运菜销往各地。目前冬种蔬菜正处于上市

高峰期，将持续供应至今年 4 月。

“这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沿着 325 国道开车一两个小时，看看瓜菜长

势。”说话间，老史开车拉着记者往八九里外的种植基地走，路边闪过一垄垄

开花的茄子、挂穗的玉米、低垂的青椒……

史观军说，之前发去西宁市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的货已经安全

到达，全程走的是高速公路绿色通道，能省去 6000 元左右的运费。“湛江的

青椒在西宁很受欢迎，能保证好市民的菜篮子才是正理。”史观军说。

穿行市场，到处都是一番热闹的交易场景。史观军说，春节期间需求

旺，行情肯定会更好。

广东湛江——

南菜北运保障足
本报记者 罗艾桦

前行的力量

近日，海南省海口市世纪大桥两侧挂起了大红灯笼。春节临近，海口市主干道张灯结彩，远远望去，洋

溢着浓浓的年味。

苏弼坤摄（影像中国）

据新华社福州 2月 5日电 （记者邓倩倩）5 日，“我们的中国节”2024 年

“斗阵来围炉”活动在福州台湾会馆开展，两岸同胞共迎新春。活动由台盟中

央主办，台盟福建省委会承办，台盟福州市委会、福州市台联协办，在榕台胞及

各方代表 70 余人参加。

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苏辉通过视频向全体盟员、海内外台胞和

关心台盟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致以新春祝福。她表示，台盟聚焦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等主题，以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更多台湾同胞感受祖国大陆的发展进步

和大陆同胞的热情真诚。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

势，海峡两岸的血脉联结永远不会褪色。欢迎台湾同胞多来大陆走走看看，两

岸同胞携手同心，定能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活动还通过网络同步直播，各地台盟盟员、台胞、网友近 1 万人次实时观

看和留言互动。

围炉话团圆

两岸同胞在闽共迎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