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待“不打烊”的工会驿站多起来

前不久， 河南省郑州市医疗
保障中心发布通知， 优化参保女
职工生育津贴发放方式， 今后该

津贴将一次性发放至个人银行账
户。 近年来， 宁夏、 福建、 广西
等地通过直接发放至个人、 减免
申报流程、 实现线上办理等方式
优 化 女 职 工 生 育 津 贴 发 放 。
（2024年12月31日 《工人日报》）

近年来， 随着生育政策的调
整和完善， 生育津贴作为鼓励生
育、 保障妇女权益的重要举措，
其发放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
关注。 多地纷纷优化生育津贴的
发放方式， 如直接发放至个人、
减免申报流程 、 实现线上办理
等， 这些改进无疑为女职工带来
了便利， 体现了对生育权益保障
的重视。 然而， 在欣喜之余， 我
们也应看到， 生育津贴发放仍存
在申领时限模糊、 职工群众了解

不足等问题， 这亟需我们进一步
努力， 打通生育津贴发放的 “最
后一公里”。

生育津贴的优化发放， 是社
会保障体系进步的具体体现。 它
将女职工因生育而暂时离开工作
岗位期间的生活费用， 以更为直
接 、 高效的方式发放到个人手
中， 不仅简化了申领流程， 也提
高了津贴的到账速度 。 这一变
化， 无疑为女职工减轻了经济负
担， 让她们在生育期间得到了更
为贴心的关怀。

然而， 我们也必须正视生育
津贴发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首
先是申领时限的模糊性。 由于相
关法律法规对生育津贴的发放时
间并未作出明确规定， 导致各地

在实际操作中标准不一。 这种不
确定性给女职工带来了不必要的
困扰和担忧， 也影响了生育津贴
政策的实施效果。

其次， 职工对生育津贴政策
的了解程度有待提高。 许多女职
工对生育津贴的申领条件、 流程
等知之甚少， 有的甚至完全不知
晓这项政策。 这既反映了政策宣
传的不到位， 也暴露出我们在普
及社会保障知识方面的不足。

针对这些问题， 我们需要采
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 以 解 决 。
一 方 面 ， 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
法规 ， 明确生育津贴的发放时
限 和 标准 ， 为各地操作提供统
一依据。

另一方面， 我们要加强生育

津贴政策的宣传工作 。 通过医
院、 社区、 单位等多渠道进行广
泛宣传， 让每一位女职工都了解
并熟悉生育津贴的申领流程和权
益保障。 同时， 还可以借助新媒
体平台， 以更加生动、 形象的方
式普及相关知识， 提高女职工的
政策知晓率和申领积极性。

生育津贴的优化发放， 不仅
仅是一项政策改革， 更是对职工
权益的尊重和保障 。 打通 生 育
津 贴 发 放 的 “ 最 后 一 公 里 ”，
不仅有助于提升职工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 更能促进生育友好型社
会的美好愿景成为现实。 因此，
我们必须持续努力 ， 不 断 完 善
生育津贴政策 ， 并确保其能够
真正落到实处， 惠及广大职工。

赵杰昌： 据媒体报道， 天津
市红桥区芥园大堤社区老年人占
比超过40%， 为让老年居民感受
到社区的关怀与温暖， 社区联合
爱心企业近日为老年居民送上了
一份特别的礼物———便民服务联
系卡。 卡片上详细列出了辖区居
委会、 派出所、 自来水、 供热以
及社区医院等单位部门的联系电
话。 小小卡片， 体现了为老服务
温度， 相关部门要多深入基层了
解老年人的需求， 多为老年人办
实事。

在北京、 上海等7省市的美团、 饿了么、 闪
送、 货拉拉等7家平台企业试点的新就业形态就
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 两年多来取得阶段性成
效， 试点群体总体应保尽保 。 截至2024年11月
末， 参保人数达1022.64万人 。 （2024年12月31
日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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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生育津贴发放的
“最后一公里”， 不仅有助
于提升职工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 更能促进生育友好
型社会的美好愿 景 成 为
现实 。 因此 ， 我们必须
持续努力 ， 不断完善生
育津贴政策， 并确保其能
够真正落到实处， 惠及广
大职工。

■世象漫说

■有感而发

2024年12月27日， 在湖北省
武汉市唐家墩街道高家台社区户
外 职 工 爱 心 驿 站 ， 街 道 工 会
联 合 会为30位外卖配送员和环
卫工赠送暖心大礼包， 为他们送
上隆冬里的关爱。 （1月1日 《工
人日报》）

眼下正值冬季， 气温骤降，
各级工会组织、 街道社区以及社
会爱心人士等及时为坚守在工作
岗位上的环卫工、 外卖配送员等
户外劳动者送上暖心大礼包 ，
适 时 开 展 冬 日 送 温 暖 走 访 慰
问 活动 ， 起到了 “雪中送炭 ”
的作用， 使一线户外劳动者能够
从中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关心和
爱护。

笔者以为， 湖北省武汉市唐
家墩街道高家台社区户外职工爱
心驿站、 街道工会联合会为外卖
配送员和环卫工赠送暖心大礼包
的做法 ， 是一种很好的关爱方
式， 此举让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
户外劳动者很暖心。

民生无小事， 枝叶总关情。
各级工会组织、 相关单位、 街道
社区， 广大党员干部要带着真感
情送温暖， 急一线户外劳动者所
急， 设身处地为一线户外劳动者
着想， 真心实意为户外劳动者解
决实际困难， 有针对性地及时为
他们排忧解难， 才能把冬日温暖
真正送到广大一线户外劳动者的
心坎里。 □徐曙光

张国栋： 据媒体报道， 2025
年春运将于1月14日开始， 2月22
日结束， 为期40天。 春运事关千
家万户的幸福平安， 相关部门要
答好春运 “考卷”， 要合理制定
运输方案， 做好运力统筹调配，
强化重点时段、 重点区域、 热点
线路运力投放和组织调度， 不断
提升春运工作质效， 让出行之路
更安全、 更畅通， 确保人民群众
度过一个欢乐平安祥和的春节。

护权益

“以前， 晚上我们只能在外
面等单， 驿站换了人脸识别门锁
以后， 随时可以进去避寒， 感谢
工会的关心 。” 近日 ， 晚上8点
多， 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的
美团外卖骑手孙利伟在等单间隙
走进海二路工会驿站， 准备喝口
热水， 稍作休息。 （1月1日 《工
人日报》）

据报道， 2024年初， 北戴河

区总工会从职工实际需求出发，
为主城区的重点工会驿站安装智
能门锁， 进行智能化升级。 在没
有工作人员值守的时段， 户外劳
动者可以通过人脸识别系统进入
驿站， 享受24小时不间断服务。

笔者以为， 北戴河区总工会
对工会驿站进行智能化升级， 以
“小切口” 做实前沿阵地 “大服
务”， 不仅让户外劳动者享受到

24小时不间断的服务保障， 使工
会驿站成为广大户外劳动者获取
便捷服务的 “温馨港湾”， 而且
通过 “不打烊” 的工会驿站， 也
让户外劳动者从工会的贴心服务
中深切地感受到了 “娘家” 的关
心和关爱， 为他们传递了更多的
温暖和幸福。 期待 “不打烊” 的
工会驿站多起来。

□费伟华

在浙江， 数万名农创客入乡
进村创业， 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
兴的重要力量。2015年，浙江提出
“农创客”的概念，招募乡村青年
人才。目前全省已累计培育“浙农
英才”300名、 乡村产业振兴 “头
雁”4600人、农创客8.1万人、现代
化 “新农人 ”27.5万人 ，为乡村全
面振兴打造厚实有力、 活力迸发
的乡村人才矩阵。（2024年12月31
日《人民日报》）

乡村全面振兴，关键在人。人
才是推动乡村发展的核心动力，
人才振兴是乡 村 全 面 振 兴 的
基 础 ， 加 强乡村人才队伍 建
设 是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题中
应有之义。

大力培育乡村人才， 赋能乡
村全面振兴。 要完善人才培养体
系，优化培养机制，推动政府、培
训机构、企业等发挥各自优势，吸
引更多优秀人才来到乡村， 推动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强创新型
农业人才培养， 壮大乡村人才队
伍力量，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和动力。

推动乡村人才振兴， 把人力
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 强化乡
村振兴人才支撑。 要完善人才支
持和鼓励政策， 建立健全人才评
价和激励机制，将农业技术推广、
服务“三农”工作与职称评聘、 绩
效考核挂钩， 激发人才的发展活
力和创新精神。 要健全选拔、 培
养、 使用机制， 开辟乡村人才的
“绿色通道 ”， 搭建干事创业平
台 ， 鼓励 、 引导人才为基层服
务， 加大对人才住房、 社保、 子
女教育等方面的保障力度， 为人
才创业提供基础配套 、 公共服
务、 生产生活、 法律保障等方面
的支持， 让更多农业科技人才扎
根广袤乡土、注入发展动能。

深入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把乡
村人才振兴作为重要抓手， 坚定
不移实施人才强农战略， 完善乡
村发展建设治理人才供给， 培养
造就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
质优良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为
乡村全面振兴、 加快建设农业强
国筑牢人才根基。

□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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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服务联系卡
彰显为老服务温度

暖心大礼包 浓浓关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