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调查中， 西城两万名职工
日常的信息来源有37%来自于微
信， 有24%来自于网站， 对于活
动信息， 有约一半的人希望这些
信息的发布渠道仍然是微信。

在所调查的职工中， 关于工
会活动方面的信息， 有59%的人
是从本单位的工会组织中获得
的， 有20%的人是从工会网站上
获得的， 有14%的职工是从微信
中获得的 ， 另有7%的人是朋友
告知的。

这表明无论是本单位的工会
进行组织， 还是通过工会网站实
施发布， 西城工会目前仍然主要
借助于传统媒体通知 、 传递信
息。

在今后的工作中， 西城工会
应结合当前形势， 发挥城镇居民

占多数的优势， 大力运用互联网
等新兴媒体， 开发， 运用手机，
平板电脑客户端， 适应新潮流，
满足不同人群需求， 努力通过职
工日常可以获得信息来源的渠道

发布工会活动信息， 让大多数人
可以更加及时、 便捷的获得工会
信息， 满足大家在现代化快速发
展的社会中更快获取信息的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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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工会大数据 精准对接职工需求

服务能否满足职工需求， 对于工会来说， 不光是工作要求， 也是对工作能力的考
验。 职工的需求是多维度的， 而基层工会由于受制于人力资源捉襟见肘往往显得有些
力不从心。 如何精准对接职工需求， 西城区总工会通过建立 “工会大数据”， 构架起
专业化的服务体系。

（下）

《西城区职工需求调查报告》出炉

您来自生活中的最大压力和
烦恼是什么？ 您认为工会对个人
最大的帮助是什么？ 您希望工会
对职工子女提供什么福利帮助？

日前， 西城区总工会发布了
《西城区职工需求调查报告》。 调
查结果显示， 职工群体最关心 、
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工
资收入 、 房价 、 医疗救助等问
题； 最操心的实际问题是健康、

子女教育等问题； 西城区工会所
做的大部分工作得到了绝大多数
人的认可， 解决了个人生活上的
困难， 提高了个人职业技能， 维
护了职工合法权益， 增进了职工
的人际交往能力 ,增强了他们在
组织上的归属感。

该项调查抽样了全区各大行
业的职工。 向全区企业职工发放
20000份需求调查问卷 ， 采用封

闭式和开放式共25个问题进行调
研。

70后、 80后是调查的主要人
群， 占了73.87%。 被调查职工月
薪是3000-5000元的所占比例最
多 ， 为55%； 月薪是2000-3000
元的居第二位， 占30%； 月薪在
5000-8000元 的 居 第 三 位 ， 占
13% ； 月薪在 8000元以上的占
2%。

生活压力大 渴望心理咨询减压
【关键词】 压力 解压

借助新媒体 助力信息传播
【关键词】 信息化

大数据带你了解
职工最关心的事

西城区总工会：

职工需求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目前， 区总工会正全力做好西城区工会第二次代表大

会的各项筹备工作， 新鲜出炉的 《西城区职工需求调查报
告》 将作为西城区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工作报告起草的重
要参考。 探索总结调查报告中职工最关心、 最亟待解决的
问题和职工最希望工会组织参与管理服务的项目， 为今后
5年该区工会工作发展目标和服务重点指明方向。

在已经完成的工作报告初稿中， 西城区总工会在 “十
三五” 新的历史时期内工会工作打算中， 一些重点标明的
工会工作恰恰与调查报告中职工需求紧密 “对接”。 相关
负责人表示， 职工需求就是工会组织努力的方向。

加强技能、 人才培养计划
今后， 区总工会将建立职工技能培训示范点， 构建职

工教育培训立体化网络。 设立职工创新补助资金， 推广运
用创新工作室、 创新示范岗等载体。 强化高技能人才培
训， 建立以高素质技术工人为主体的专业技术委员会和职
工技能人才库。 开展 “安康杯” 竞赛活动， 大力实施职工
劳动安全卫生知识普及教育。 落实职工创新助推计划， 打
造一支高质量的技术人才队伍， 助推下岗职工和农民工创
业就业。 牢固树立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发展
新理念， 深入开展以劳动竞赛和职工技术创新活动为主要
内容的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活动， 引导广大职工积极投身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健全职工维权“三位一体”
针对职工对自身权益维护保障方面的需求， 区总工会

将进一步加强法律中心建设和工会法律援助队伍建设， 充
分发挥基层工会劳动争议调解组织作用。 积极创新工会调
解劳动争议模式， 推进劳动法律监督、 劳动争议调处、 法
律援助 “三位一体” 的法律维权体系和机制建设。 严格依
照调解流程和规范调解劳动争议案件， 定期开展矛盾纠纷
排查， 预防化解矛盾， 以职工队伍稳定促进区域和谐稳
定。 充分发挥区协调劳动关系三方的作用， 及时做好在疏
解首都非核心功能、 产业结构调整、 加快 “城市病” 治理
过程中劳动关系形势研判工作， 发挥工会在协调劳动关系
中的 “润滑剂” 和 “稳定阀” 作用。 建立健全 “预防、 预
警、 调处、 援助” 职工维权长效机制， 联动合力解决带有
倾向性、 苗头性问题， 使劳动关系在法制轨道上运行， 以
职工队伍稳定促进区域和谐稳定。

构建精准帮扶体系
着力将帮扶资源、 力量和手段下沉到帮扶窗口， 积极

构建以精准帮扶为重点的服务职工工作体系。 拓展职工服
务中心功能， 做好会员信息采集工作， 进一步完善困难职
工档案数据库。 深入开发会员职工大数据， 按照服务内
容、 服务对象、 服务手段精准化的要求， 在职工喜闻乐见
的京卡服务项目上推陈出新， 在职工技能助推、 法律服
务、 心理关爱、 困难帮扶、 母婴关怀等职工关心的方面不
断提高工会工作质量。

建立精准帮扶长效机制， 做实做细送温暖工作， 为困
难职工群体提供精准帮扶。 以职工需求为导向， 发展职工
互助项目， 开展全覆盖普惠制、 社会化项目制、 信息化实
名制的服务， 积极打造具有西城特色的工会服务品牌， 努
力让会员职工拥有更多满足感。

提升职工文化服务质量
围绕 “记忆西城、 书香西城、 艺术西城、 时尚西城”

主题， 运用新媒体加强对职工思想教育和人文关怀， 打造
健康向上的职工文化和企业文化。 充分发挥职工文体协会
组织的作用， 拓展协会服务领域。 广泛开展职工游泳、 羽
毛球、 第九套广播体操、 121健步行等系列文体活动， 丰
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 推动全区职工体育健身活动更加全
面普及。 充分利用西城区工人文化宫活动阵地， 开展职工
喜闻乐见的舞蹈、 器乐、 计算机等公益培训与公益文化服
务。 做好对职工特别是新生代职工的心理疏导， 让广大职
工以积极乐观的心态投身工作和生活。

在所调查的两万名职工中，
有38%的西城职工生活中的压力
和烦恼来自于生活水平和经济方
面， 有34%的职工生活压力和烦
恼来源于购房 ， 另有13%和15%
的职工压力和烦恼来源于寻找合
适自己的理想伴侣， 以及父母子
女的家庭关系； 而在这些职工中
有25%的职工会选择通过聊天缓
解自己的压力 ， 有 21% ， 22% ，
23%的职工会分别选择通过逛
街 、 运动来调解压力方式 ； 此
外 ， 还有9%的职工选择了其他
方式解压。

同时可以看到， 大家在心理
咨询方面的需要 ， 有21%和19%
的所调查职工表示 “需要 ” 和
“比较需要” 工会提供心理咨询
方 面 的 服 务 ， 占 到 了 总 体 的
40%。

工会可以结合相关数据结
果， 通过开设心理咨询室， 聘请
心理咨询师或心理方面的专家，
组织和心理有关的小组活动和知
识讲座， 提供摆脱困境解决问题

的条件和对策， 努力使职工恢复
心理平衡、 提高职工对自身环境
的适应能力、 增进职工们的身心
健康 ， 进一步提升职工生活质
量。

心理咨询的需要

希望获得活动开展的
发布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