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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8月4日电 （记者郝赫）全国总工会、

民政部日前对做好困难职工帮扶工作做出部署。两

部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级工会与民政部门加强

工会帮扶与社会救助有效衔接，推进困难群体帮扶

救助工作协同，进一步形成兜底保障困难职工基本

生活的工作合力。同时，全国总工会就 2022年度中

央财政专项帮扶资金分配下拨和使用有关事项发出

通知，拨付 5.64亿元中央财政专项帮扶资金，用于保

障困难职工基本生活。

全国总工会和民政部明确要求，进一步加强工

会组织与民政部门困难职工家庭数据比对和信息共

享、政策衔接、机制协同工作，提升工会与民政组织

帮扶救助专业能力。各级工会组织、民政部门将加

强困难职工帮扶与社会救助在政策、对象、标准、措

施、管理等各方面的有效衔接。各级民政部门要将

符合条件的困难职工及时纳入低保、特困救助供养

范围。各级工会组织要推动符合条件的困难职工应

享尽享社会救助政策，对社会救助后仍存在特殊困

难的职工家庭加大帮扶力度，分类精准施策。

据了解，各级工会组织和民政部门将进一步健

全数据比对和信息共享机制，建立健全预防相对困

难职工返贫致困动态监测机制，强化困难职工帮扶

信息技术手段，拓展困难职工线上线下申请帮扶及

审核渠道，加强帮扶救助信息化管理；将探索搭建困

难职工需求与救助资源信息对接平台，实现困难职

工的需求信息和政府相关部门的救助资源、社会组

织的公益项目、社会各界的爱心捐赠及志愿服务的

精准对接，并培养壮大职工帮扶社会工作专业力量，

加大对工会帮扶工作人员专业化培训支持力度。鼓

励地方工会组织和民政部门开展帮扶服务职工领域

社会工作标准体系试点建设。

在 2022年度中央财政专项帮扶资金分配下拨和

使用有关事项上，全国总工会强调，各地工会要综合

考虑疫情影响，进一步优化政策、简化程序、畅通路

径，加快资金拨付进度，及时足额发放到困难职工家

庭，对在档困难职工应帮尽帮、全部覆盖、保障到位。

各地工会要加大工会帮扶资金投入，加强对当前因疫

因灾造成的新增和返困困难职工的帮扶，对困难职工

生活足额兜底。形成中央财政引导、工会经费投入为

主、广泛吸收社会公益捐助的帮扶资金格局。

各地工会将高度关注当前疫情形势和经济下行压力给职工生产生活造成的影

响，重点关注特殊困难职工、低收入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开展全面摸

排，及时了解掌握情况、摸清底数、制定措施，配合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落实

相关政策，帮助困难职工解决实际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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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郑莉）2022 年度技术

工人疗休养工作推进会 8月 4日在河北平

山县召开。会议总结 2019年以来技术工

人疗休养工作，部署推进 2022 年度工

作。会议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王东明同志

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产

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要指示精神，特

别是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届大国工匠创新

交流大会的贺信精神，深刻认识技术工人

疗休养工作的重要意义，扎实推进技术工

人疗休养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全国总

工会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

2019年，全总启动了优秀技术工人疗

休养工作。按照工会“十四五”发展规划要

求，每年组织技术工人疗休养100万人次。

近年来，各级工会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

响，积极组织开展技术工人疗休养活动，并

将思想教育、技术交流、健康服务纳入疗休

养活动，推动崇尚技能、尊重技术工人的社

会氛围进一步形成。截至2021年底，全年

组织技术工人疗休养达97.5万人次。

在对近年来技术工人疗休养工作成

效给予肯定的同时，会议指出，要深刻认

识技术工人疗休养工作是激励产业工

人提高技术技能水平的具体行动，增强

技术工人获得感自豪感荣誉感的重要

举措，突出工会资产服务阵地公益性服

务性、助推工人疗休养院和职工疗休养

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要突出

工作重点，落实“产改”任务，明确工作

目标，围绕主责主业，聚焦技术工人，坚

持职能定位，用好工会阵地，把组织技

术工人疗休养列入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改革重点工作内容，坚持公益性服务

性，不断创新方式，努力打造覆盖范围

更加广泛、服务标准更加统一、服务内

容更加丰富、技术工人满意度更高的工

会疗休养工作品牌。会议要求，各级工

会要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工作合力，强

化监督考核，确保技术工人疗休养工作

安全、规范、优质、高效推进。

河北省总工会主要负责同志到会致

辞。会上，河北、江苏、广东、四川等省总

工会，中国农林水利气象工会、中国职工

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青岛湛山疗

养院等单位介绍了经验做法。全总资产

监督管理部主要负责人作总结发言。

2022年度技术工人疗休养工作推进会召开

扎实推进技术工人疗休养工作高质量发展
助 力 深 化 产 业 工 人 队 伍 建 设 改 革

本报记者 刘友婷

近日，在深圳市捷佳伟创新能源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里，深圳市坪山

区公惠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肖萌为

该公司职代会筹备工作进行指导，与公

司工会主席、委员讨论一项项细则。

2018年 10月，坪山区总工会推出企

业工会培优项目，指导成立了坪山区公

惠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聘请有企业工会

工作经验的人组成培优团队，探索企业

工会“标准化建设”的创新模式，为企业

基层工会提供个性化、专业化辅导服务。

3 年多来，培优团队辅导企业 40 多

家。经过辅导培训的企业工会，纷纷交

出了“高分答卷”——九州通工会完成了

集体合同签订及备案，员工工资增长

4.47%；欧姆龙工会在企业支持下，建设

了 2000余平方米的职工之家……

“一对一”帮教

广东省总工会启动百人以上企业

建会攻坚行动后，一大批企业工会建起

来了。

“如何让这批基层工会转起来、活起

来、强起来？能否组建一支团队，对企业

工会进行一对一培优呢？”坪山区总工会

办公室主任谢志海告诉记者，这一想法

萌芽后，工会“看上了”既懂企业管理，又

有多年工会工作经验的全国优秀工会工

作者、昱科环球原企业工会主席肖萌。

2018年 10月，坪山区公惠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成立，组成了一支既懂企业管

理又懂工会工作的培优团队。区总以项

目合作、购买服务等社会化、市场化方

式，委托培优团队深入企业，开展“一对

一”陪伴式的专业指导和培训服务。

培优团队所属的公惠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办公点设在坪山区龙田街道燕子

岭生活区一职工宿舍内。“周边住了很多

职工，且到辖区内各产业园都很近。”肖

萌认为，离企业、职工越近，对开展工作

越有帮助。

坪山区总创新探索“区总工会—街

道总工会—社区工联会—培优团队—企

业工会”五方合作形式。培优团队经过

区总统一培训后，为辖区意向企业工会

“把准脉、开好方”，提供专业指导和培训

服务。

“培优团队进企业调研，与资方、工

会主席沟通，了解他们对工会的认知、对

开展工会工作的态度等，形成调研报告

与建议给区总。”肖萌介绍，每年确定 5~6
家企业名单，通过座谈、调研等方式，为

企业“把脉开方”。在调研基础上，将组

织建设、民主管理、劳动关系协调、帮扶

解困、素质工程等工作标准细化，确定为

培优工作的任务清单，形成一套行之有

效的企业工会建设标准。

（下转第 3版）

深圳市坪山区总聘请培优团队，“辅导”企业工会“标准化建设”

“一对一”为企业工会“把准脉开好方”

本报记者 赖志凯

“这大热天，一大早北京市总工会就

给我们送来牛奶、果汁等慰问品，感谢工

会组织的关心关爱！”近日，在北京张家

湾公园，北京京彩弘景生态建设有限公

司员工彭奎莉感慨说。

当天，带队前来送清凉的北京市总

工会党组书记张良叮嘱在场的园林绿化

工人，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防护，注意交

通安全和疫情防护，在辛苦工作的同时

保持身体健康。这是北京市各级工会组

织多措并举，为冒着酷暑坚守岗位的广

大户外劳动者送清凉、送关爱，确保户外

劳动者安全度夏的一个缩影。

为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的高

温作业劳动保护工作，北京市总工会于 6
月初即制定下发《关于做好2022年职工防

暑降温工作的通知》，对开展职工防暑降温

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切实把做好高温作业

和高温天气作业户外劳动者劳动保护工作

作为工会服务职工、维护职工权益的重要

内容，纳入工会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

送清凉：专项慰问户外劳动者

“使用前应将局部皮肤进行清洁，使

用时注意成年患者的敷贴时间以 6～8
小时为宜”“使用后注意避免冷风直吹，

如空调、风扇等，注意三伏贴属于调理

身”。7月 27日，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街

道总工会联合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京

城名医馆”，开展“送健康”免费义诊、贴

三伏贴活动。

北京各级工会采取各种措施，全力

做好重点行业户外劳动者防暑降温工

作。海淀区总工会投入 80万元资金，慰

问建筑工地、市政环卫、园林绿化、快递

配 送 等 露 天 高 温 岗 位 8000 名 一 线 职

工。石景山区总工会“送清凉”活动重点

关注高温天气室外作业的一线职工，截

至目前，已慰问了市政环卫、园林绿化、

建 筑 工 地 等 露 天 高 温 一 线 岗 位 职 工

6000 余名。大兴区总工会初夏即做出

关爱环卫职工的安排，指导区环卫中心

工会为职工订制了防暑降温包，并早早

地发放了高温补贴。

除了关注重点行业的户外劳动者之

外，各级工会还特别关注在烈日下坚守

抗疫一线的医护职工和志愿者。西城区

总工会为区卫生健康委送上慰问金 58
万余元，用于全区近 8000 名医护工作者

的慰问。（下转第 3版）

北京工会为户外劳动者撑起“绿荫”

“你们守护城市，我们守护你们”

本报记者 黄榆 本报通讯员 张伟明

云南，位于祖国西南边陲，16 个州

市中有 8 个属于边疆州市，拥有 4000 多

公里边境线，与缅甸、老挝、越南等国接

壤，毗邻南亚东南亚。

如今，云南已成为开放前沿。近

10 年来，云南着力推进面向南亚东南亚

辐射中心建设，多举措构筑对外开放

新高地。

云南全省经济总量从 2012 年的 1.1
万亿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2.71 万亿元，综

合经济实力、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产业发

展、生态文明建设、民生保障改善实现历

史性突破。

“一步跨千年”

盛夏，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担

当力卡山上的积雪消融，汇入碧绿如

玉的独龙江。独龙江两岸，绿树成荫，

掩映着一座既古朴又现代的小镇——

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独

龙族的聚居区。

从勉强温饱到家家户户有产业，

从与世隔绝不通水电到“5G”+数字化

小镇，近年来，独龙江乡不仅摆脱了贫

困，更实现了“一步跨千年”的现代化

振兴发展。

（下转第 3版）

10年来，云南依托区位优势高质量构筑开放新高地

彩云之南谱出时代新篇

近期，众多候鸟在湖北省武汉市沉湖生态自然保护区筑巢繁衍。候鸟或迎风
翱翔，或觅食嬉戏，为这里增添了勃勃生机。 新华社记者 伍志尊 摄

候鸟翔集沉湖湿地

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地区资源
禀赋差异大。党的十八大以来，致力于
实现百姓富，该省统筹推进解决区域差
距和城乡差距，不断增强发展的协调性
和均衡性。如今，福建广大山区、农区、
革命老区脱贫致富的步子明显加快。

近年来，福州市闽侯县以产业振
兴为突破口，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在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培育壮大龙头
企业、发展现代特色农业的同时，还积
极探索“农旅文”融合产业发展模式，优
化乡村产业结构，激活乡村经济发展新
动能。

图为 8月 3日游客在闽侯县洋里乡
茶苑村云山蝶谷数字农业示范园的林下
灵芝种植示范基地参观游玩。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福建闽侯激活发展动能

本报讯 （记者赖书闻）近日，海南

省集体协商工作推进会暨全省酒店与餐

饮行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签订现场会在

海口召开。记者在会上了解到，海南省

酒店与餐饮行业工会联合会按一、二、三

类地区三个层次，与三个类别地区的酒

店餐饮行业协会签订行业工资专项集体

合同。据悉，2022 年～2024 年海南省酒

店与餐饮行业月最低工资标准，在 2020

年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的基础上，一类、二

类、三类地区的月最低工资标准都增长

了 10个百分点；在月最低工资标准的基

础上，一类地区增长 20 个百分点，二类

地区增长 21个百分点，三类地区增长 15
个百分点。

“近年来，海南提高职工参与集体协

商的广度、频度、深度，切实做到协商代

表职工选、协商议题职工提、协商过程职

工参、协商结果职工审、协商成果职工

享、合同履行职工监、协商效果职工评、

协商改进职工议。”海南省总工会党组书

记、常务副主席王全介绍。

海南省总联合省人社厅、省国资委、

省工商联、省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

于 4 月 1 日至 7 月 10 日开展了“百日要

约”行动。截至目前，共签订集体合同

3943 个，其中单独签订综合性集体合同

1111 个、覆盖职工 194414 人；单独签订

工 资 专 项 集 体 合 同 896 个 、覆 盖 职 工

135696 人；单独签订劳动安全卫生专项

集体合同 799个、覆盖职工 115695人；单

独签订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

同 946 个、覆盖职工 67696 人；签订区域

性集体合同 124 个、覆盖职工 39729 人；

签订行业性集体合同 67 个、覆盖职工

497316人。

同时，海南省总着力加强专职集体

协商指导员队伍建设。今年 3 月，省总

部署开展全省工会专职集体协商指导

员选聘工作，严格选聘标准，坚持谁选

聘、谁管理原则，由各市县总工会、产业

（系统）工会选聘了 43 名专职集体协商

指导员。

因地因企制宜 分类精准施策

海南“百日要约”提高集体协商覆盖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