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会为职工提供各种服务，
免不了必要的费用开支， 如果经
费不够， 则需要上级工会支持。
下级工会的服务项目很多， 上级
工会的资金支持谁？ 怎么给？ 是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普惠式”

补助， 一则开支大， 二则效果有
限； 个别支持， 重点扶持， 则需
要说服他人的理由。 如何圆满破
解这道题？

《工人日报》 报道， 为进一
步激发基层工会组织和社会组织
活力 ， 深圳市龙岗区总工会自
2020年起举办 “工会杯” 职工服
务创新项目评选大赛， 在精准挖
掘职工需求的基础上， 面向社会
征集职工服务创新项目， 让基层
工会和社会组织同台竞争。 经过
项目资格审查、 线上初评、 专家
评审答辩、 合议研讨等环节， 评
选出优秀项目， 由区总工会给予
经费支持。 大赛至今举办两届，
持续带动并培育了一批具有专业
性和影响力的职工服务创新项目
示范品牌， 有效推动了各类社会
组织和各项社会资源注入职工服

务公益事业， 提升了工会服务职
工的精准性和专业水平。

对职工服务项目资金支持引
入 “赛马制”， 谁的服务项目好，
上级工会就支持谁。 这个办法很
有借鉴与推广意义。

首先， 它体现了公平竞争原
则。 项目好不好， 该不该支持，
如果由上级工会 “说了算”， 难
免少数人主观判定， 或者掺杂个
人意愿。公开竞赛，不仅要求科学
性、专业性，而且体现公平、公正。
由专家对参赛项目严格把关，围
绕项目目标、 服务策略、 社会成
效、组织管理等多层面进行评审，
提出问题和优化建议， 以此决定
经费支持， 不仅令对手信服， 而
且有利于项目落地落实。

其次， 它扩大了服务领域。
现实中， 职工群众的需求大于工

会职责。 工会要为职工提供更多
更好的服务， 就需要借助社会力
量。 我们常说的 “工会购买社会
服务” 就是一种务实选择。 通过
竞赛方式决定投入， 实际上也是
“购买”。 让基层工会和社会组织
同台竞争， 势必扩大服务内容和
领域。 譬如龙岗区本次大赛启动
以来， 基层工会、 民办非企业、
社会团体、 行业协会、 基金会等
各类组织共提交63个申报项目，
涵盖关怀帮扶、 就业发展、 心理
健康、 亲情关爱、 助力职工参与
社会治理等多个类别， 显然比工
会一家提供的选项丰富许多。

第三， 它撬动了更多社会资
源。 作为社会团体， 工会有一定
的资源和能力为职工提供服务，
但自身的资源毕竟是有局限的。
龙岗区总利用赛事撬动深圳市社

会公益基金会等平台资源， 为获
选项目提供持续赋能支持， 确保
项目实施取得较好成效。 譬如由
社会组织申报并获选的《“守护百
公里” 外卖骑手职业安全服务项
目》， 通过开展交通安全宣导、电
单车安全隐患排查、 劳动保护议
事献策、工伤关爱等服务，就是撬
动工会 、交警 、交安办 、平台 、商
家、企业等多方资源，共同推动外
卖骑手群体职业安全环境改善。

对职工服务项目支持引入
“赛马制 ”， 是工会工作求真务
实、 提升效益的成功尝试。 服务
工作可以这样做， 工会的其他工
作也可以借鉴、 推广。 谁的工作
方案目标精准， 可操作性强， 组
织管理有保障， 工会就加大支持
力度 （不仅是资金）， 相信必能
产生更好的工作成效。

开网约车、 送外卖、 接单写稿……一些上班族利
用业余时间和自身技能开启 “副业模式”。 不过， 随
着 “南京一名员工在两家单位做8小时倒班制工作，
被原单位开除” 的案例引发热议， 下班后兼职的劳动
风险也备受关注。 专业人士提醒， 劳动者从事副业
时， 首先需要注意本职单位的规章制度或合同是否对
兼职有相应限制， 在兼职时， 要注意对报酬约定、 工
作内容 、 工作时间等进行存证 ， 以规避劳动风险 。
(10月10日 《工人日报》） □王铎

据报道， 兰州市智慧能源配
送行业工会联合会是甘肃省首家
由国有企业牵头， 以遍布街头巷
尾的 170组换电柜为 “阵地 ” ，
2000余名外卖送餐员自发入会的
工会联合会 。 这家新建的工会
联合会还有一个亲切的名字———
“电桩工会”。 （10月10日 《工人
日报》）

小小的电桩， 对于很多外卖
送餐员来说， 再熟悉不过了。 以
电桩作为为职工服务的载体， 成
立工会组织 ， 体现了创新的思
维。 “电桩工会” 让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了解工会、 走近工会、 加

入工会。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由于
快速灵活的工作节奏， 工作时间
和工作地点常常都不固定 ， 但
“充电桩 ” 是他们每天必到的
“打卡地”。 在充电桩开展一些工
会活动， 非常接地气。

显然，以电桩固定换电用户，
组建以外卖送餐员为主的行业性
工会联合会， 是创建工会的一个
很好的突破口。据了解，有了这样
的思路之后， 工作组和兰州市总
工会深入到一线配送站与送餐骑
手讲解政策、了解需求，及时开展
夏送清凉、赠送抗疫物资等活动，
多次召开与企业的碰头会， 就工

会联合会的成立条件、组织结构、
主要职责等进行商议， 并给出了
详细的指导意见。

值得一提的是， 工会部门在
“充电桩”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
供的“换电”服务非常人性化 ，充
满温情。外卖骑手们，只要扫描二
维码后，就可以迅速完成换电。这
样便捷化的服务， 给外卖骑手们
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避免
了他们工作中电瓶车没电的窘
境， 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可以
说，小小的充电桩是“链接”骑手
们的“能源线”，体现了工会组织
对他们的关爱。 □陶崇银

张智全：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近日发布 《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
全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 自2023
年3月1日起施行。 《办法》 对食
品产品的标签标识提出严格的规
范要求， 要求食品生产者名称 、
地址、 联系方式等标注内容要清
晰、 真实、 准确， 不得欺骗、 误
导消费者。 食品标签标识关乎消
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此次颁布的
《办法》 体现了与时俱进补齐治
理短板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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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职工服务项目支持
引入 “赛马制 ”，是工会工
作求真务实、 提升效益的
成功尝试。 服务工作可以
这样做， 工会的其他工作
也可以借鉴、推广。 谁的工
作方案目标精准， 可操作
性强，组织管理有保障，工
会就加大支持力度 （不仅
是资金），相信必能产生更
好的工作成效。

“电桩工会”体现了服务意识和创新思维

■世象漫说

身兼数职

“心悦工坊共有300余平方
米， 设置有展示宣传区、 心理测
评区、 情绪调解放松区、 健康小
屋等九大功能区……” 近日， 浙
江省总工会干部学校专家组走进
国网平阳县供电有限公司 “心悦
工坊” 示范点。 （10月10日 《浙
江工人日报》）

据报道，“心悦工坊” 配备了
由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带领的26
名员工心理健康工作团队， 以心
理健康知识普及、 心理健康问卷
调查、 心理健康辅导等活动为抓
手，开通24小时“心理关爱热线”，
全天候全方面提供心理咨询、辅
导服务。

身心健康是企业职工快乐工
作、健康生活的重要基础，也是促
进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当
前，随着生活节奏加快，职场人在
工作、 就业和生活等方面面临巨
大压力，导致出现焦虑、失眠、精
神紧张等不良心理现象。 国网平
阳县供电有限公司打造的 “心悦
工坊” 示范点设施齐全， 功能完
善，活动内容丰富，是职工他们快
乐工作的“加油站”，这种特色心
理健康教育服务模式， 为职工身
心健康编织了一张心灵“安全网”。

关心关爱职工身心健康， 是
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企
业来说， 要促进职工身心健康，

不但要有专门的场所， 还要有载
体和活动 。 因此 ， 各级工会组
织， 企业和相关单位可学习借鉴
国网平阳县供电有限公司的做法
和经验， 结合实际设立心理咨询

室 、 谈心室等心理健康服务站
点， 组织专业人员为职工普及健
康知识、 提供贴心心理健康咨询
和辅导， 帮助职工树立健康的生
活理念。 □赵杰昌

王军荣： 近日， 由北京市政
务服务局组织制定的北京市地方
标准 《政务服务综合窗口人员能
力规范》 征求意见稿已完成， 正
在征求意见。 政务服务综合窗口
人员在接递文件资料时不能出现
丢、扔、抛、甩等行为；在服务过程
中，不能出现“我不是说过了吗 ”
等用语均被写进了规范。 优秀的
政务服务要从“规范用语”开始 ，
要保证“规范用语”入耳入心到每
一位工作人员身上， 另一方面则
需要用相应的惩罚机制来保证
“规范用语”的落实。

要补齐食品标签标识
治理短板

“一件事一次办”
应成为公共服务“标配”

对职工服务项目支持引入“赛马制”具有多重意义

优秀的政务服务
从“规范用语”开始

“心悦工坊”为职工编织身心健康“安全网”
日前， 国办印发 《关于加快

推进 “一件事一次办” 打造政务
服务升级版的指导意见》。 前不
久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
出深入推进 “一件事一次办” 改
革举措。 会议决定， 到今年底，
各地要全部实现企业开办、 企业
准营等5项市场主体政务服务一
次办， 及新生儿出生、 公民婚育
等 8项个人政务服务一次办 。
虽然 “一件事一次办” 改革在各
地取得不错效果， 但在实际推进
过程中仍面临一些挑战。 （10月
10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

简化办事手续， 推进便民服
务， 一直是公共服务部门重申的
一项工作举措。 然而， 现实情况
表明， 有关部门的承诺， 与百姓
享受到的服务尚有很大的差距。
有的地方工作制度不落实， 办事
程序、 所需手续、 办结时限和收
费标准等没有公示和告知， 让群
众不明就里， 跑了很多冤枉路。

然而 ， 若想 “一件事一次
办” 办事模式顺利推进， 拉近公
共服务部门与群众之间的距离，
还需细化配套措施。 首先， 地方
政府及管理部门不能满足于作出
“一件事一次办” 的规定和承诺，
还应该加大检查、 督办力度， 着
重解决 “文件上规定的和下面执
行的不一样 ” 等问题 ， 不走过
场， 不做表面文章。 特别是， 应
加强对基层服务窗口的管理， 切
实改变工作作风， 在进一步缩短
办事时限、 提高服务质量、 更新
办公设备 、 开辟 “绿色通道 ”、
提高办事效率等方面多下工夫，
更好的满足群众需求。

“一件事一次办”举措应成为
公共服务“标配”，一方面，要从便
民、利民角度行使职能，完善信息
资源共享机制和公共服务联动机
制，实行良性互动，代替一些不必
要的证明。比如，实行“一证通”，
让身份证承载更多的个人信息内
容和公共服务功能。另一方面，除
了规避“不能办”、告知“怎么办”
之外， 更要做到 “马上办”。 只
有让每个办事机构和服务窗口，
都成为 “马上办”， 让 “马上办”
成为一种工作常态， 才能够把事
情办快、 办实、 办好， 才能够让
群众满意。 □张西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