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劳动者依法维权畅通“绿色通道”

日前，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 、 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印发了
《关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
衔接有关问题的意见 （一 ） 》 。
《意见》 完善了劳动人事争议多
元处理机制， 逐步规范裁审程序
衔接、 统一裁审法律适用标准，
这是两部门畅通劳动者维权渠

道、 维护劳动关系和谐与社会稳
定的重要举措 。 （3月1日 《工
人日报》）

依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是确保劳动关系和与社会稳定的
必然要求。 尽管近年来我国在依
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方面做了
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但劳动者
依法维权渠道不畅的问题仍未得
到彻底解决。 在此语境下， 人社
部与最高法联合发文， 着力构建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衔接的
长效工作机制， 无疑对进一步畅
通劳动者依法维权的 “绿色通
道”， 让劳动者及时而又有尊严
地获得劳动报酬， 具有十分重要
的现实意义。

法者， 治之端也。 在一个法
治社会， 引导劳动者通过法律途
径实现权利救济， 是保护劳动者

合法权益的优选。 然而， 受制于
法律程序的复杂， 不少劳动者在
依法维权的路上总是步履蹒跚。
根据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
仲裁是解决劳动争议纠纷的前置
程序， 只有对仲裁结果不服的，
才能向法院起诉。 在诉讼阶段，
如果双方当事人不协商一致地选
择速裁方式解决纷争， 法院只能
通过简易或普通程序对案件进行
审理， 其审理时限分别为3个月
和6个月， 且涉及各种鉴定的时
间还不包括在内。 如此漫长的时
限， 不但让劳动者难以及时实现
权益的兑现， 也给部分用人单位
利用诉讼 “拖死” 劳动者有机可
乘 ， 以致不少劳动者在 “耗不
起” 的折磨下， 只得放弃通过诉
讼维权的选择。

劳动者依法维权耗时长， 其

中既有程序正义要求下的仲裁和
诉讼程序较为复杂因素， 也在一
定程度上源于仲裁和诉讼衔接不
够。 在二者相互衔接不够紧密的
情形下， 仲裁部门和司法机关为
保证程序正义， 往往都是各自为
战， 一丝不苟地严格走完法定程
序。 虽然此举有助于实现程序正
义 ， 能为实体正义奠定坚实基
础， 但客观上也给劳动者依法维
权带来了诸多不便， 甚至有可能
让实体正义姗姗来迟 ， 而变为
“迟到的正义”。

此番出台的 《意见》， 针对
仲裁和诉讼实践中劳动者维权渠
道不畅的痛点和难点， 分别从仲
裁调解协议后续的程序性保障、
终局裁决范围的明确、 仲裁证据
的司法审查规则、 法律适用的标
准等多个方面， 进一步完善了诉

裁调对接机制。 如此精准施策，
不仅扫除了横亘在劳动者维权面
前的 “梗阻”， 确保后者能高效
便捷维权， 有利于提升仲裁、 司
法质效和公信力； 也节约了仲裁
和司法资源， 有助于降低社会治
理成本， 推动矛盾纠纷的源头化
解， 不失为一举多赢的优选， 其
效果自然值得期待。

当然， 用仲裁与诉讼衔接工
作机制畅通劳动者维权 “绿色通
道”， 才刚刚起步， 其前行的道
路并不平坦。 对此， 仲裁部门和
司法机关要以执著的追求， 切实
深化协作配合， 真正构建起行之
有效的长效工作机制， 促使这一
创新性的制度在保护劳动者权
益、 维护和谐劳动关系与社会稳
定等方面， 释放出应有的法治正
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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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热”

近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总
工会、 工信厅、 科技厅、 人社
厅联合在广西广播电视台演播
厅举办2021年 “广西工匠” 年
度人物发布活动。 揭晓的40名
“广西工匠” 均为基层一线职
工， 涵盖汽车、 制造、 化工等
行业。 （3月2日 《工人日报》）

技能人才是工匠精神的主
要传承者、 实践者、 创新者。
拥有一支技艺超群、 敬业奉献
的技能人才队伍， 是建设制造
业强国的坚强保障。 据了解，
自2016年起， 广西自治区总工
会等部门连续6年开展 “广西
工匠” 选树宣传学习活动， 选
树命名了115名 “广西工匠”。
2021年首次将选树工匠人数增
至40名， 以激励广大职工奋进
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这些举
措无疑能持续释放 “工匠效
应”， 引领全区职工在各自的
岗位上建功立业。

世界上的制造业强国， 都
有一支数量充足的高素质技能
人才队伍， 也都有适合国家的
技能人才培养制度。 而当下，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和产业升
级换代时期， 不仅需要大量高
素质技能人才， 还需要激发年
轻人学习职业技能的积极性。
近年来， 为提高职工素质和技
能水平， 全国各地大力培育工
匠巧匠 ， 致力建设一支知识
型、 技术型、 创新型的劳动大
军。 同时， 鼓励和支持劳模工
匠积极参与高技能人才 （劳
模） 创新工作室建设和各类带
徒传技活动， 带动技能人才队
伍不断壮大， 在全社会营造崇
尚劳动、 尊重技能人才的良好
氛围， 非常值得推崇。

此外， 还要认识到， 培育
技能人才既要激发其内在动
力， 又要构建有效激励机制。
在健全制度、 落实措施方面要
做好顶层设计 ， 建立健全培
养、 考核、 使用、 待遇相统一
的激励机制。 在实践中， 要探
索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的技能
人才培育方式， 完善职业技能
等级认定政策， 为技能人才成
长搭建平台、 创造条件， 让更
多的工匠脱颖而出。 □沈峰

歇业登记为市场主体留出“喘息”空间

“教资”又上热搜了。1日，2021年下半年中小
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结果、 考试合格证明开通查
询通道。社交网络上“教资认定”、“教资面试成绩”
等多个相关话题占领热搜榜，“教师热” 现象又成
了舆论话题。 在中国教育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看
来，近几年，教资考试“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不断
攀升的大学毕业生规模，就业竞争之下，持证就意
味着多了一条出路。（3月2日 中新网） □老笔

用仲裁与诉讼衔接工
作机制 畅 通 劳 动 者 维 权
“绿色通道 ” ， 才刚刚起
步， 其前行的道路并不平
坦。 对此， 仲裁部门和司
法机关要以执著的追求 ，
切实深化协作配合， 真正
构建起行之有效的长效工
作机制。

3月1日9点， 北京惠民智慧
商务有限公司永定门东街店负责
人王先生来到北京东城政务服务
中心， 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 通
过北京市企业登记 “e窗通” 服
务平台填报提交了歇业登记备案
申请， 后台人员查看申请信息符
合要求后 “秒点” 通过， 不到十
分钟， 北京市首家 “歇业” 企业
顺利完成歇业备案登记。 （3月2
日 《北京青年报》）

法定歇业制度给陷入困境的
市场主体留出了 “喘息” 空间，
提供了缓冲调整的机会， 让市场
主体既保留了主体资格， 保留了
活下去的希望， 又把维护成本降

到最低。 最关键的是， 一些市场
主体经过歇业阶段的休息蓄力，
如果出现经营转机， 可以从休眠
状态中迅速苏醒， 能够降低再启
动的成本， 提高再启动的效率。

受疫情等因素的影响， 不少
市场主体暂时遇到了经营困难，
但对其中一些市场主体而言， 暂
时的困难可能并不等于绝境， 随
着外部环境的变好， 危机有可能
被化解， 经营状况有可能迎来复
苏的机会。 实际上， 不少遭遇困
境的投资者、 经营者也会对市场
主体彻底退出心有不甘， 也对市
场主体渡过难关抱有主观希望。
歇业制度给陷入困境的市场主体

提供了一个介于注销和正常营业
之间的第三种选择， 让市场主体
有了以更体面 、 更合理 、 更低
“能耗” 的方式生存的路径， 在
下一步可进可退。 歇业制度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市场主体的难
点、 痛点、 堵点， 减轻市场主体
的生存负担和压力， 优化市场主
体的生存发展环境， 本质上是对
审批制度改革的一次持续深化，
是对营商环境的靶向优化。 期待
各地都能对陷入困境的市场主体
做好宣传引导工作， 强化配套服
务支持， 优化歇业服务流程， 帮
市场主体用足用好歇业工具。

□李英锋

汪昌莲：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2日公布 《互联网弹窗信息
推送服务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
稿）》， 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
征求意见稿明确， 弹窗推送广告
信息，必须进行内容合规审查，不
得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确保
弹窗广告一键关闭。 治理弹窗广
告，还须依法精准 “清窗 ”。 事实
上，通过立法与多种技术手段、配
套措施多管齐下， 根治弹窗广告
乱象， 并非是不可为之事。

2月24日以来，四川省川煤集
团华荣能源公司赵家坝煤矿组织
女工家属为一线职工绣制 “安全
毛巾”。 女工家属拿起绣针和丝
线，将“生命至上”“矿工伟大”“平
安是福”“劳动光荣”等叮嘱语、祝
福语一一绣制在毛巾上。这些“安
全毛巾”将在“三八”节期间送给
一线职工， 以此表达对矿工的深
深祝福及殷殷的安全期盼。（3月2
日 《四川工人日报》）

据媒体报道， 赵家坝煤矿为
充分发挥女工家属安全协管员作
用 ， 为企业安全健康发展撑起
“半边天”， 组织开展女工家属为
一线职工绣制 “安全毛巾 ” 活

动， 得到了女工家属积极响应和
参与 。 家属协管员曹建琼说 ，
“我最开始不会绣， 于是就跟着
家属姐姐们学习。 看到一个个字
绣在毛巾上， 我很开心， 我真心
希望跟我老公一样的矿工们看到
这些毛巾的时候， 能够时刻记得
按章作业、 安全生产。”

曹建琼为什么绣得很开心，
因为一针一线绣的都是她内心的
期盼，情真意切，字里行间流露出
浓浓的亲情。 这能够提醒自己的
丈夫和诸多一线职工深刻认识到
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将“安全无小
事”意识，落实到日常工作中，对
企业和自己家庭来说都是受益

者。
笔者以为， 用绣制 “安全毛

巾”活动方式，以亲情感化的力量
来强化职工安全意识， 有效弥补
了一些企业在组织安全生产知识
学习和培训方面的不足， 可谓是
将 安 全 生 产 工 作 真 正 做 到 了

“家 ”。 亲人绣制的安全叮嘱语 、
祝福语，往往能胜过了旁人的千言
万语， 彰显了亲情在安全生产宣传
教育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让职工
深切体会到平安是企业发展的前
提， 也是家庭幸福的根基， 更是
对家人最好的关爱。 □周家和

“安全毛巾”绣出职工安全意识

治理“弹窗”
须精准“清窗”

无障碍公交车
应加快普及

让更多工匠
脱颖而出

钱夙伟： 通过一块托板， 轮
椅可以顺利滑上公交车， 再通过
绑带， 紧紧地将轮椅固定在公交
车内， 使用轮椅的乘客就能顺利
乘坐公交车了。 近日， 据北京公
交集团介绍， 截至2021年底， 北
京公交集团无障碍公交车1.2万
余部， 城区无障碍公交车占比超
过80%。 无障碍环境需要进一步
机制化、 精细化、 智慧化， 唯有
如此， 无障碍环境建设才能不断
推进。 期待无障碍公交车能够加
快普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