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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有所呼 委员必有应

热线回放：
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不吐不快 委员耐心倾听

12日下午， 北京市政协 “带
着职工心声上两会” 热线如约与
职工连线， 11位市政协委员值守
热线端。 “喂， 您好， 我是政协
委员张辉 ， 您请讲 。 ” 13： 30，
张辉委员准时接入第一个职工热
线， 电话另一头的齐女士并不知
道， 张委员为了准时接听她的电
话， 中午从密云的扶贫会议上赶
回来， 连午饭还没有顾上吃。

齐女士反映的是关于房补的
问题， 根据事业单位房屋补贴政
策， 职工应该拿到相应的房屋补
贴 ， 但由于原先的事业单位转
企， 房屋补贴的信息采集表虽说
填写并提交了， 但一直没有收到
相关款项。 这个问题涉及千余名
职工， 大家多次找到原单位， 答
复称转企后已没有这笔钱， 发不
了。 希望政协委员能够帮助呼吁
一下， 相关部门能够给予重视。

“感谢您的信任， 您反映的
问题确实代表了一部分职工， 我
回去之后把目前的政策做个调
研， 争取带上两会和委员们一起
讨论讨论。” 张委员答复齐女士。

而这一边， 时间已经过去40
分钟， 徐淑兰委员接进来的第一
个电话还没有结束。 另一端的刘
先生还在为80多岁的父母退休后
多 年 得 不 到 单 位 的 关 怀 而 耿
耿于怀。

“老刘……老刘……老刘同
志， 您情绪不要太激动， 我和您
差不多同龄， 咱这岁数最重要的
是身体， 老生气气坏身体， 全家
人都跟着着急， 事情慢慢解决。”
徐委员边耐心地听刘先生倾诉，
边为他解心宽。

刘先生的父母都是80多岁的
工厂退休职工， 自打退休后， 单
位不闻不问， 从没得到过关怀 。
特别是， 由于当年住的房子从东
城搬到了石景山， 属于房改房，
房屋性质改变后， 报销煤火费就
没了着落。 “这么多年， 退休人
员的冷暖， 单位无人过问， 年近
90岁的父母只有儿女轮流照顾，
一点儿单位的关怀都得不到。 我
的父母不是先进也不是劳模， 也
算不上困难职工， 就因为是普通
职工就没人惦记吗？”

“您说的对， 普通职工同样
需要关怀， 需要组织送上温度的
人情味儿。” 在徐委员的疏导下，
刘先生表示心里宽敞多了， “听
您的， 事情慢慢解决， 不生气，
身体最重要。”

挂了电话 ， 徐委员对记者
说 ， 刘先生反映的问题确实在

理， 很多单位能做到每年定期慰
问退休的干部、 先进、 劳模， 还
有关心困难职工及普通职工却很
少有人送去关怀。 回去之后， 徐
委员打算在通州区做个试点， 各
单位的工会组织是否可以拿出一
部分资金， 用于普通退休职工的
慰问， 或者定期组织一些活动，
让普通退休职工参与进来， 感受
组织的温暖。

数据分析：
住房、养老金、工资排在

呼入诉求前三位

来自 “12351” 数据统计显
示， 12月12日、 13日两个下午，
政协工会界委员接听职工热线活
动， 共有24名政协委员到场接听
热线。 “带着职工心声上两会”
热线开通期间 ， 12351热线受理
“带着职工心声上两会” 诉求来
电总计129个。

拿12日的数据分析来看， 按
呼入人员划分， 退休职工占呼入
电话总量的72.5%， 排在第一位。
按呼入诉求类别划分， 排在前三
位的分别是住房类、 养老金、 工
资类。 其中工资类问题排在第一
位 ， 占呼入电话总量的 13.7% ；
住房类问题、 养老金类问题以及
医疗类问题均为6件， 排在第二
位， 占总量的11.7%。

通过梳理职工诉求可以看
到， 职工反映的问题和意见建议

涉及职工群众切身利益的各个方
面， 其中有一些是具有普遍性的
共性问题。

例如工资类问题方面， 突出
体现在： 1.事业单位退休职工工
资， 出现双轨制制度未能得到解
决；2.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不予
支付加班费用；3. 机关事业单位
工资制度公开问题；4.退休职工与退
休公务员退休金发放差异大。

住房问题方面 ， 突出体现
在： 退休职工的住房补贴， 老旧
小区居住环境修葺， 拆迁户回迁
的合同纠纷， 积分落户实施。

养老金问题方面， 突出体现
在： 企业与事业单位退休金差距
大， 希望提高企业退休职工养老
金， 倒闭企业退休职工福利待遇
不佳等。

医疗类问题方面， 突出体现
在： 退休职工医疗费用报销额度
希望提高。 希望将更多进口药物
纳入医保范围内， 希望医保限额
提高。

热线追溯：
将职工心声趁热带上两

会 委员围绕热点问题深入
调研

据市政协常委、 市总工会副
主席潘建新介绍， 作为北京市政
协工会界别的一个传统活动， 今
年 “带着职工心声上两会” 热线
已经连续开通了14年。 通过北京

市总工会 “12351” 职工热线平
台， 开展政协委员接听职工群众
热线活动 ,已成为职工群众反映
意见建议和政协委员了解职工群
众心声的重要渠道之一。

“委员现场接听热线， 直接
倾听职工群众心声， 进一步拓宽
了政协委员提案线索征集范围。”
潘建新介绍， 委员们围绕热线反
映的问题展开深入调研， 形成委
员提案在市政协全会上提交， 或
将涉及职工群众切身利益的相关
意见建议带到市政协全会进行交
流协商。 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
会每年还组织工会界委员对热线
反映的情况进行整理和分析， 把
其中具有共性的问题带到市政协
全会上进行讨论， 并以界别提案
等形式提交给有关部门。

去年的 “带着职工心声上两
会”热线活动结束后，市政协工会
界委员对职工群众来电逐一进行
梳理，共涉及工资、医疗、交通、住
房、养老金、取暖费、工伤等与职
工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和诉
求，其中排前三位的是住房问题、
取暖费问题和养老金问题。

工会界委员围绕热线反映的
问题进行深入调研， 形成了 “完
善 北 京 市 高 端 制 造 业 职 工 形
成 体 系和保障激励机制 ” 的界
别提案及多件委员个人提案， 其
中， 李迅委员提出的 “关于加快
推进市属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
化管理服务的提案 ” 被确定为
2019年市政协专门委员会督办提
案， 经承办单位的积极办复， 对
本市相关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促进
作用。

市政协一直以来非常关注民
生， 注重倾听群众呼声， 每年工
会界别这项传统活动市政协非常
重视。 13日， 市政协副主席李伟
来到 “12351”与委员们座谈时表
示， 工会界别的委员做好联系职
工群众的工作 ，除了在市政协
全会前接听职工电话， 还要进一
步畅通和拓宽诉求表达的渠道，
定期梳理职工反映的问题， 通过
大数据技术， 及时发现普遍性问
题， 准确反映给党委政府及有关
部门 ， 为解决人民群众的操心
事、 烦心事、 揪心事贡献力量。

周玉忠 ， 市政协委
员， 北京市工业 （国防）
工会主席

“带着职工心声上两
会” 是政协社法委工会界
委员的履职品牌。 十几年
来， 每年两会前工会界委
员们都会通过12351热线，
了解全市职工群众的诉求
心声。 热线是纽带、 是桥
梁， 职工群众对自己的烦
心事、 困难事， 以及对一
些社会热点问题的想法，
通过这条热线多了一个反
映渠道。 来电中， 我深深
地感到职工群众对政协委
员的信任， 感到我们肩上
的责任。 通过这条热线，
委员们找到了提案线索和
建言资政、 协商履职的重
点， 也传递了党的方针政
策和政府的工作举措， 舒
缓了情绪、 凝聚了共识、
增进了和谐。

张辉， 市政协委员 ，
北汽集团工会主席

担任政协委员以来 ，
我已经连着7年接听职工
热线， 我非常珍惜这个机
会， 能在两会前接触到最
基层的信息， 把职工反映
的内容充盈到提案中。 通
过热线， 我发现很多问题
是历史遗留问题， 很多时
候老百姓对政策不了解，
也有解读不到位的问题。
政策是刚性的， 在现有的
情况下怎么解读好， 确实
需要政府部门拿出耐心，
而且带着温度。 正是这条
热线， 让政协委员听到了
民生， 听取民意、 建言献
策， 政协可以发挥很好的
作用， 协助政府把好事办
好， 让百姓有获得感。

徐淑兰 ， 市政协委
员， 通州区总工会副主席

政协委员的重要职责
就是要反映社情民意，我
作为工会界别的委员，又
从事基层工会工作， 要带
着责任关注职工、 带着感
情心系职工、 带着热情帮
助职工， 倾听职工群众的
权益是否得到有效落实，
“带着职工心声上两会”就
是一个工会界政协委员发
现问题、 反映问题的一个
平台，只有与职工心连心，
才能当好职工“代言人”。

张凤敏 ， 市政协委
员， 朝阳区双井街道总工
会主席

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
盼着来接听热线， 今年是
我第四次接听。“带着职工
心声上两会”，我作为工会
界别的委员， 又从事基层
工会工作，关注职工、心系
职工、帮助职工，反映社情
民意，是政协委员的职责。
来电中， 职工们在反映个
人诉求的同时， 对在社会
治理中还需改进和提高的
问题， 发出他们内心的肺
腑之言使我很受触动，同
时也能深深地感受到职工
群众对政协委员的信任和
期望。

委员声音：又是一次政协委员
与北京职工“心连心”
的时候， 市总工会与市
政协共同搭建的“带着
职工心声上两会” 倾听
平台， 14年来的坚持，
初心不变。 12月12日下
午、 13日下午， 20余位
政协委员值守“12351”
职工热线， 倾听职工掏
心窝子讲述他们的操心
事、 烦心事、 揪心事。
“民有所呼， 我必有应”，
两会期间， 委员们将把
职工关注的热点问题带
上会， 进行交流协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