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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山区总工会
“十大项目”
注重服务贴心

近日，锡山区总工会推出
2022 年为职工办实事十大项
目，这些项目在很大程度上回应
了新时代职工的新要求。

举办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
不断扩大文化普惠覆盖面，持续
提升会员普惠体验；拓展阵地建
设让工会服务更加健全，区总工
会将推进职工“幸福食堂”扩面
建设，切实提升产业工人社会获
得感、工作归属感和生活幸福
感；加强新建爱心母婴室、爱心
驿站的建设和服务功能，擦亮工
会“窗口”；精准回应新形势下职
工的期盼和诉求，不断提升服务
的匹配度，向困难职工和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赠送免费健康体检，
开展女职工专项体检、发放
HPV疫苗接种补贴。

（许铭珠）

江阴打响
职工法律援助品牌

江阴市总工会日前召开
2022年度职工法律援助律师团
工作会议。

会议总结了上一年度该市
职工法律援助情况：江阴市职
工法律援助律师团开展公益法
律宣传服务活动11场次、惠及
农民工2000多名；先后开展劳
动法律法规、民法典等普法宣
讲13场次；全年为1060家企业
提供免费“法律体检”，发现劳
动用工隐患158个，出具工会劳
动法律监督意见书98份，提出
整改建议218条，有效化解劳动
纠纷112起。会议就工会如何
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如何保障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等
问题进行了交流。

（周晓丹）

一批优秀女职工
获省总工会表彰

“三八”妇女节前夕，江苏
省总工会通报表扬一批女职工

“双争”典型。无锡的中国航发
控制系统研究所电子部电装修
整团队荣获“江苏省工人先锋
号”称号，中科芯集成电路有限
公司第58研究所的蒋颖丹荣获

“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称号，
无锡市儿童福利院社教部等5
个女职工集体和蒋彩霞等6名
女职工个人受到通报表扬。

（庄婷）

近日，无锡市总工会印发《关于
命名第七批无锡市劳模创新工作室
和第一批无锡市职工创新工作室的
通知》，命名陈亮劳模创新工作室等
4家劳模创新工作室为“无锡市示范
性劳模创新工作室”，命名杨培明劳
模创新工作室等18家劳模创新工作
室为“无锡市劳模创新工作室”，命
名杨和祺创新工作室等7家工作室
为“无锡市职工创新工作室”。

此次命名中，有4家创新能力
强、创新成果突出、人才培养成效显

著的工作室被命名为示范性劳模创
新工作室。如无锡微研股份有限公
司的陈亮劳模创新工作室，由全国
劳模陈亮领衔，助力公司研制出国
内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精密
微喷孔加工装备，产品荣获“中国机
械工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累计产
值突破亿元。

市总工会还首次命名了一批无
锡市职工创新工作室。职工创新工
作室是由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实践
经验、创新能力和创新成果的市级

（含）以上职业技能带头人或职工技
术创新能手作为负责人，以从事生
产经营管理服务的一线职工为主
体，开展技术培训、技艺传承、协作
攻关和革新创造活动，并取得良好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职工创新团
队。

目前无锡已建成省示范性劳模
创新工作室12家、市示范性劳模创
新工作室40家、市劳模创新工作室
97家，职工创新工作室7家。

(缪怡雯)

劳动方式灵活化、劳动群体原
子化、劳动关系弹性化的天然属性，
在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带来种种就
业便利时，也造成了他们自身权益
易于受损。在市总工会组织的调研
中，就发现不少外卖员、快递小哥与
平台企业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享
受不到“五险一金”；一些平台“以罚
代管”现象突出，如某快递公司涉及
员工的罚款项目就有11类112项，
罚款金额从0.1元到2万元不等；一
些企业忽视劳动者的休息权和劳动
安全；在显失公平的系统算法与考
核机制等多重压力之下，外卖小哥
为完成任务往往被“困在算法里”。
无锡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中，外来
务工人员、农民工居多，普遍文化程

度不高，职业成长性低、就业稳定性
差、人员流动性强，他们在城市中的
归属感不足、荣誉感缺失、社会认可
度不高，享受文化娱乐、困难救济等
社会服务的机会也很少。

为此，无锡市总工会从去年开
始广泛开展以服务促建会活动，组
建无锡市快递行业工会联合会，覆
盖 7 家物流平台企业，吸纳会员
1100多名；组建无锡市家政行业工
会联合会，覆盖50多家小微企业，吸
纳会员1200多名。在江阴市开展
了货车司机网上入会省级试点工
作，该市新组建县以下物流、快递等
行业（企业）工会十多家，覆盖企业
1880多家，吸收新就业形态群体劳
动者入会5200多名。

3月初，市总工会召开“2022年
全市工会基层工作会议暨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建会入会推进会”，下达了
年度《建会入会目标任务书》，为推
进全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建会入会
工作明确了时间表和目标任务数。

今年起，市总工会将构建工会
机关干部赴基层蹲点工作长效机
制，要求每年派出5%的机关干部赴
基层蹲点不少于90天，针对新就业
形态企业模式扁平化、平台化，新业
态企业雇主身份不清、劳资关系难
界定，员工管理信息化、组织联系松
散化等一系列问题深入一线调研，
协助地方和基层工会开展建会攻
坚，把更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接进

“娘家”来。

精准服务：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作更安心
无锡各级工会积极施策，推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

以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送餐员等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促生了
以去雇主化、平台化为主要特征的一系列新就业形态。在稳定扩大就业、畅通经济循环、
推动消费升级、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因其发展速度过快，也暴露出相
关从业人员自身权益保障和人文关怀缺失等问题，近年来也备受社会关注。

市总工会命名新一批市级劳模（职工）创新工作室

针对当前复杂严峻的疫情
形势，无锡市各级工会组织积极
响应市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指挥
部的要求，组织志愿服务队与相
关街道、社区对接，助力社区疫
情防控。图为惠山区总工会机
关党员志愿者奔赴阳山镇桃源
村，协助开展“门铃行动”，进行
入户走访排摸。

（徐长波）

以建会为抓手，力促维权服务

在刚刚结束的无锡市政协十五
届一次会议上，市政协委员，市总工
会副主席施宇星以《加强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关怀服务，彰显幸福美好
城市的“无锡温度”》为题作大会发
言，就汇聚各方力量，进一步加强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维护工作发出
了的工会声音。

发言提出要从“信心”“稳心”
“安心”“暖心”四个方面，进一步加
强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关怀服
务，让幸福美好城市更温暖一度，让
他们真正感受到劳动的价值感、奋
斗的成就感、融入的归属感、暖心的

幸福感。一是从制度健全，指导督
促平台企业依法依规公平地招工用
工，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积极履行
用工主体责任，关心关爱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等。二是从权益维护，督
促平台企业落实最低工资和支付保
障制度，科学制定增长机制，依法参
加社会保险；探索通过信息技术手
段实行“定时休息”“停止派单”等方
式，保障劳动者的休息休假权利。
三是从安全保障，督促平台企业落
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最大限度减
少安全生产事故和职业病危害，加
强劳动争议办案指导，提供优质高

效的纠纷调解、法律咨询、法律援助
等服务。四是从人文关怀上发力，
加快构建“入会+服务”一体化格局，
引导社会组织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提供专业化服务；在全市广泛开展
为新就业形态群体劳动者送健康送
关爱等活动；推动“住院+重疾+意
外”三合一职工互助保障项目等。

此外，市总工会今年还将联合
多部门开展全市哲学社会科学招标
课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维护
专项）研究；举办长三角（5+10）城市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维护研讨会
等。 （潘凡）

“四心”聚合力，加强人文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