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 议

开展职业健康保护 建立职工身心健康关爱机制

市政协工会界：
完善涵盖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群体职业健康保护的议
事协调机制

市政协工会界委员表示， 切
实保障广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
业健康， 是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 健康北京行动的必然要求，
完善涵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
职业健康保护的议事协调机制迫
在眉睫。 委员们建议， 首先， 市
卫健委作为市职业病防治联席会
的牵头部门， 应进一步研究完善
调整工作机制， 加强联席会在职
业健康促进方面政策研究， 成员
单位增加相关部门， 形成涵盖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内的职工职业
健康保护整体战略， 统筹协调新
业态健康发展与职业健康保护同
步推进， 指导各行业职业健康保
护措施有效落实。

其二， 研究制定 《北京市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健康指引》，
就职业健康行为 、 职业健康指
标、 职业健康管理等制定更加具
体的措施， 积极倡导平台企业采
取更有效的措施关注和保护劳动
者职业健康， 进一步维护其安全
健康权益。

其三， 建议市职业病防治联
席会成员单位采取更多举措： 首
先， 大力开展健康宣传教育， 提
升职工健康素养； 二是通过完善
地方规章标准， 提高职工保障水
平； 三是鼓励和推动平台企业开
展职业健康体检； 四是加大公共

财政投入力度， 推动各类医疗机
构和服务单位提供针对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的健康咨询和健康服务
活动。

市政协委员孙志梅：
建立科技工作者身心健

康关爱机制

据了解， 中青年科技工作者
已经成为北京市建设科技创新中
心人才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
们的身心健康关系到科技创新长
远发展。 2022年， 科技部等5部
门联合印发了 《关于开展减轻青
年科技工作者负担专项行动的通
知》， 通过挑大梁、 增机会、 减
考核、 保时间、 强身心五项行动
内容， 切实减轻青年科技工作者
负担， 为激发他们的创新潜能与
活力提供支撑和保障。

孙志梅委员呼吁， 相关部门
联合建立北京市科技工作者身心
健康关爱机制。 组成专业团队，
开发科技工作者身心健康自助监
测和服务系统， 开展科技工作者
心理健康专项测评和体质测试工
作， 建立科技工作者身心健康数
据库， 全面评估科技工作者身心
健康状况。 建议有关部门把科技
工作者身心健康测试结果作为申
报科研项目、 人才项目的参考指
标。

“依托专门机构， 根据科技
工作者身心健康数据评估情况制
定工作方案， 有效实施身心健康
危机预警干预工作。” 孙志梅委
员希望， 建立专家数据库， 针对

科技工作者身心健康方面突出问
题， 定期举办专题辅导讲座、 健
康咨询和科普等活动， 切实帮助
科技工作者增强自我调适的能
力。 开展专项培训， 帮助科研院
所培养关爱科技工作者身心健康
内部服务队伍和建立基层服务阵
地。 定期组织科研院所党群干部
和职工志愿者开展心灵驿站辅导
员 、 社会体育指导员等专门培
训， 提高科研院所自身及时、 有
效发现和解决科技工作者身心健
康问题的能力。

孙志梅委员提到， 常态化举
办科研院所系统各类文体活动竞
赛也是一项有益举措。 比如， 依
托微信运动制作简便易用的小程
序开展线上线下健步走比赛等，
鼓励科技工作者合理分配业余时
间， 积极参加体育锻炼、 培养兴
趣爱好， 强健体魄、 愉悦心情，
激发科技工作者创新潜能。

另外 ， 孙志梅委 员 还 建 议
制定支持科研院所建立幼儿托
管班的政策、 资金措施， 切实减
轻青年科技工作者抚育子女的负
担 ， 增强青年科技工作者幸福
感 、 获得感 ， 释放科研工作热
情。

市政协委员王秀英：
加强公交驾驶员健康管理

王秀英委员呼吁， 相关部门
能针对公交行业， 就公交驾驶员
职业病类别和判定指 标 进 行 指
导 ， 建立公交驾驶员健康分级
管理 ， 进一步规范公交行业驾

驶员准入和退出机制。 应建立驾
驶员健康管理 ‘大数据库’， 协
同医院、 体检机构、 社区卫生服
务 中 心 等 将 驾 驶 员 健 康 数 据
进行整合， 特别是对于涉及到安
全驾驶的一些隐性疾 病 ， 能够
为 公 共 交 通 企 业 提 供 既往病
例 ， 以便及早发现疾病隐患 。”
她说。

王秀英委员提出， 建议相关
部门联合公交企业建立公交驾驶
员职业病预警监控体系， 特别是
要针对一些容易导致交通意外的
心脑血管疾病进行重点检查和定
期监测， 并联系相关医疗机构定
期开展健康义诊、 知识讲座等服
务， 提高驾驶员自我健康保健意
识。

王秀英委员还建议相关部门
能针对公交驾驶员职业病进行多
渠道预防宣传， 组织开展公交驾
驶员关爱日活动， 积极营造全社
会进一步理解和关心公交驾驶员
的良好氛围。

市政协委员娄萌：
建立职工心理危机转介

绿色通道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 “推
进健康中国建设， 重视心理健康
和精神卫生 ”。 娄萌委员建议 ，
相关部门与工会实现心理服务资
源平台共享， 实现 “服务融合、
人才融聚、 资源融通”； 将卫生
健康专业资源进行整合， 包括心
理专家 、 心理督导 、 心理咨询
师、 心理治疗师、 精神科医生等

专业人员， 以及各级医院、 健康
服务机构等专业机构， 建立心理
服务资源共享平台， 满足不同地
区、 不同行业职工群体的心理服
务需求。

娄萌委员建议， 相关部门与
工会建立互联互通的转介通道。
工会心理服务主要面向健康或亚
健康的职工群体， 服务重点在于
心理问题预防、 心理发展促进与
心理科普体验等； 卫生部门心理
服务主要面向精 神 疾 病 患 者 ，
服务重点在于患病人群的精神
心理治疗与危机干预， 双方的服
务整合将实现心理服务群体与服
务内容的广覆盖。 相关部门与工
会共同携手， 相互借力， 建立联
动机制， 实现职业人群心理问题
及时辨识与干预， 必要时有畅通
的转介渠道， 全面保障首都职工
心理发展促进工作的专业化、 规
范化和时效性， 共同携手提升首
都职工的获得感、 安全感和幸福
感。

市政协委员刘梅颜：
有效恢复身心健康的技巧

职工面临工作压力时， 如何
有效缓解？ 来自农工党界别的刘
梅颜委员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安贞医院双心医学中心主任。
她建议， 首先， 饮食上要营养均
衡； 其次， 睡眠上要尽可能保证
黄金三个小时； 第三， 控制自己
的情绪， 及时调整紧张的心态；
第四， 如果身体出现不适需及时
就医。

市政协委员为护航职工身心健康建言献策

2024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 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健康是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 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
追求。 开展职业健康保护， 建立职工身心健康关爱机制， 推进职工心理关爱服务……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期间， 委
员们纷纷围绕为广大劳动者提供更好、 更有效的健康保障建言献策。

在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
上， 市政协工会界向大会提交了
《关于建立涵盖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的职业健康保护议事协调机
制》的团体提案。 《北京人口发展
研究报告（2022）》显示，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群体规模达144.7万人。
新就业形态在提高劳动参与率、
增强就业弹性、 增加劳动者收入

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成为稳就业
的“蓄水池”、保民生的“稳定器”，
然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普遍存在
自我健康保护意识较低等问题。

不仅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科技工作者、 公共交通行业驾驶
员等职业群体身心健康状况也受
到委员们广泛关注。 来自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的孙志梅委员提到， 本市科技工
作者的心理健康和身体亚健康问
题亟待解决。 北京公共交通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工会
主席、职工董事王秀英委员指出，
驾驶员的健康状况与交通事故之
间存在紧密联系，有研究表明，驾
驶员健康状况不佳会增加交通事
故概率， 因而进一步促进公共交

通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需更加
关注驾驶员身心健康状况。

此外， 北京市工会干部学院
副院长娄萌委员谈到， 市总工会
将“职工心理关爱服务”列为服务
职工的十大品牌项目之一， 几年
来，在全市建立了360家职工心灵
驿站， 并依托职工心灵驿站开展
职工心理关爱服务工作。 同时开

通7×24小时职工心理咨询热线，
并面向全市职工提供免费线下心
理咨询服务， 有效预防了职工心
理行为问题的发生。 市总工会目
前在推进职工心理关爱服务工作
过程中遇到以下两个问题：第一，
心理异常的职工没有转介的绿色
通道；第二，职工出现心理危机时
缺乏专业的干预渠道。

现 状

多个职业群体的身心健康状况有待进一步提升

□本报记者 宗晓畅/文 曹立栋/摄

孙志梅 王秀英 娄 萌 刘梅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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