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12 月，深圳参保人林女士（化

名）在湛江停留期间，因突发血压升高，被

120 急救中心送入湛江市中心人民医院急

诊科，自费治疗花了 800 多元，其中一张

20 元的诊察费当时在医院直接医保结算

了 5 元，剩余 15 元由她个人现金支付。

返深后，她在线上申请医保现金报

销，除了那张 20 元的发票外，其他发票都

通过了预审核。为什么 20 元诊察费不能

全部报销？林女士深感不解，就拨打了

12345 热线电话询问。她的咨询通过深圳

市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电话系统转

到文林波手中。

文林波是深圳市医疗保险基金管理

中心的工作人员，收到林女士的询问后，

立即与她电话联系了解情况，并进行核

查：这张 20 元市外医疗费用发票显示已

由医保统筹金额支付 5 元，属于已报销的

凭证。根据《深圳市社会医疗保险办法》

第七十条规定，参保人应当凭医疗费用的

原始凭证申请报销，市社会保险机构对已

报销的凭证不予审核报销。

文林波将了解到的情况告知林女士，

但林女士依旧表达了不解：按照深圳的医

保政策，明明 20 元诊察费都可以报销，究

竟是什么原因，现在只能报 5 元？

为充分保障参保人的待遇，文林波核

查了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的门诊费用

异地结算信息，未查到这张发票的结算记

录，也就是说，这 5 元并没有进行医保异

地就医结算。那是哪里报销的呢？

为了解开疑团，他在网上找到湛江市

中心人民医院的热线，通过电话找到该院

医保办的工作人员反复沟通。“涉及就诊患

者的隐私，院方一开始是很警惕。为了自

证，我们费了一番周折，把身份证明发给对

方核实后，院方才配合我们工作。”

经过医院的调查，原来是因为该院业

务系统的原因，当时在该院就诊的市民都

默认为湛江市的参保人并享受当地的医保

待遇，即林女士发生的 20 元诊察费由湛江

市的医保统筹基金支付了 5 元，个人现金支

付剩余的 15 元。

核实清楚后，文林波立即联系医院，处

理了误结算的问题，按照深圳医保的规定，

对 20 元诊察费重新办理了报销，并电话联

系林女士告知了处理结果。林女士很满

意，也解开了心中的疑惑，她当下就对工作

人员的耐心解答和服务表示感谢。

“医保工作要求真务实，按照规定是可

以报销的，不管钱有多少，都应该给予报

销。”文林波说。

文林波所在的市医保中心待遇一部信

访组专门处理各方转来的与医保待遇、报销

相关的信访、投诉、咨询件。他们被问最多

的话，就是“为什么这个不能报销”“怎么我

不能享受这个报销待遇”。涉及的事项也

比较琐碎，需要细致且耐心的沟通和核查。

信访组也时不时会遇到林女士这样金

额较小的投诉。金额小，并不意味着事儿

小，“信访是参保人向医保局反馈诉求的一

个渠道，我们的工作就是响应参保人的反

馈，尽量化解矛盾，为参保人做好经办服

务，切实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曾艺）

信访无小事 化解暖民心

广
告

近日，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收到一面

“人民好信访，一心解民忧”字样的锦旗，落款

是“二零二二年四月”，送来锦旗的张女士及

同伴们表示，“这个锦旗一年前就应该送来，

我们一直没忘记，信访局为我们的切身利益

着想，即使‘迟到’，这面锦旗也应该送来！”

2021 年，张女士等一行人反映自身社

保待遇问题，因为种种复杂原因，这个问题

迟迟没有得到解决。在区信访局的协调推

动下，区委、区政府负责领导亲自约见他们，

组织多部门联动配合，想措施，拿对策，问题

很快有了解决方案。

2022年 4月，和张女士一起信访的几位

同事得知问题彻底解决了，都非常感动，当

时就做了这面锦旗以表感谢，却被老城区信

访局的领导婉言谢绝，这面锦旗便一直留存

在张女士家中。

近日，几位好友再次相聚，又提起了这

面锦旗的事。区委、区政府帮他们解决了难

题，即便是“迟到”，也不能让这份心意缺席，

于是便带着锦旗再次上门。

拿着这面锦旗，老城区信访局局长崔巍

说：“为群众解决问题是我们的职责。”

老城区在信访事项化解过程中，充分发

挥“党委统一领导、政府组织落实、信访工作

联席会议协调、信访部门推动、各方齐抓共

管”的信访工作格局，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始终把解决问题、群众满意作为衡

量工作成效的标准，忠诚履行了为民解难、

为党分忧的政治责任。 （许可艳）

“迟到”的锦旗 不迟的真意

近日，浙江省新昌县澄儒线丁家坞至儒

岙段农村道路提升改造工程顺利完工。该

工程项目建设范围广、管理难度大。为此，

浙江新昌县交投集团组建青年突击队，进工

地促建设，全力助推项目建设。

该集团共有青年干部 89 名，是全集团

干事创业的生力军。今年以来，新昌县交投

集团加强年轻干部队伍建设，实施青年干部

能力提升计划，坚持理论结合实践、丰富活

动形式，选派青年干部到项目现场锻炼学

习，深入了解了项目建设进展、安全生产和

文明施工等方面情况。

作为新昌县综合交通建设主力军，近年

来新昌县交投集团按照按需选派、一线锤

炼、正向激励三个原则开展选派工作。当

前，重点围绕 104国道新昌荘前至关岭段改

建工程、金庭互通连接线、新昌县数字物流

园等项目建设，第一批计划选派10多名青年

干部组成项目建设青年突击队，主动出谋划

策，及时做好政策对接、沟通协调、宣传报道、

后勤保障等工作，助力项目抓安全、抓质量、抓

进度，确保各施工节点目标任务按期完成。

葫马线通景道路配套工程、王金线提升

改造工程、澄儒线提升改造工程……近年

来，新昌县交投集团负责实施项目 40余个，

总里程达 130 余千米，总投资达 97 亿余元，

不断补齐全县城乡交通短板，实现从“交通

线”到“致富线”的大嬗变。 （梁帅丽）

青年突击队建功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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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明清 张嫱 本报通讯员 夏丽萍

“公司推行‘信用+创新’机制，每年投入

200万元创新激励资金，只要职工产生创新成

果就能换取信用积分，用来兑换奖品，大家现

在‘攒分’的积极性很高。”近日，在浦林成山

（山东）轮胎有限公司，“齐鲁工匠”获得者隋

永波对记者说。

2021 年以来，山东威海荣成市创新开展

职工信用建设，并将其纳入产业工人队伍建

设改革工作，用诚信文化凝聚职工、引导职

工，打造出一支充满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产业

工人队伍。

构建立体化职工信用管理评价体系

荣成市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信用

体系中，将工会、企业两级领导小组升级为市

委牵头、47 个部门及区镇街组成的三级领导

小组，并出台《职工信用积分和信用评价管理

办法》等指导性文件，推动 45家 200人以上信

用试点企业配套制定职工信用管理评价办

法。同时，工会与企业、职工与工会双向签订

信用承诺书，由企业结合实际确定纳入信用

采集的事项指标，每月底进行审核汇总、张榜

公示，无异议后计入职工信用积分，形成“积

分簿”。

“以信用信息采集、评价和应用为基础，

以健全信用机制为职工信用建设提供保障，

形成立体化职工信用管理评价体系，通过工

会、企业、职工 3个层面，展现从信用信息采集

到生成信用等级、信用报告、信用排名等全流

程各环节。”荣成市总工会有关负责人介绍，

通过配套采集数据批量化、导入功能智能化

以及线上积分商城兑换、线下优惠折扣等功

能，实现职工信用数据模型分析，形成信用积

分应用业务闭环。

截至目前，荣成市入驻职工信用信息服

务平台的企业有 180 家，覆盖产业工人 35330
人，采集录入信用信息 11.9万多条，信用等级

达到三星级以上的职工有 1420名。

“信用+”模式丰富活动内涵

职工信用建设推进以来，荣成市按照

试 点 先 行 、典 型 引 领 、以 大 带 小 的 推 广 模

式，分层实施、梯次推进，做到“成熟一个，

带动一片”。

荣成市筛选信用基础好、管理规范、产业

工人较多的荣成公交公司作为试点企业，并

依托昊阳集团、热电燃气集团等多家企业形

成信用梯队效应，让职工信用建设多点开

花。截至目前，200 人以上企业信用建设覆

盖率超过 80%，全市 52%的产业工人实现职

工信用建设覆盖。

与此同时，荣成市推动产业工人较多的

企业制定信用管理量化评价标准，建立职工

信用档案，联动信用建设与内部竞岗、提拔晋

级、福利待遇等挂钩，形成“守信者奖，失信者

罚”的激励约束机制。

“我们以工会为主导，把职工信用与党建

工建、工会与行政协商、绩效管理、行为规范、

梯队建设、岗位创新、安全生产、文化建设、社

会公益、经营管理相结合，形成‘10+’管理模

式。”威海昊阳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

荣成热电燃气集团则创新“信用+企业

文化”，开设职工信用文化长廊，让讲诚信成

为职工的行为准则和企业核心文化，成立的

“自由沐暖”志愿服务队被列为荣成重点“我

为群众办实事”项目，供暖质量社会满意度连

年递增。

积分兑换激发职工参与积极性

荣成市引导企业因企制宜，设立线上积

分商城、信用超市等，实现信用积分可兑换服

务、抵顶商品，激发职工参与信用建设的主动

性和自觉性。

据悉，康派斯房车有限公司设立信用基

金，建成大型信用超市，职工既可通过信用超

市券享受折扣，还能用信用分兑换高品质、低

价格的商品，满足了多样化需求。

2022 年度，荣成市表彰的三星级、四星

级、五星级信用职工分别为 1327 名、636 名、

195 名，职工信用工作先进单位 10 家、职工信

用工作先进个人 10名。

此外，荣成市总工会联合多部门签订

信用联合惩戒备忘录，开展职工信用建设

的企业可优先推荐参评荣成市诚信示范企

业，纳入守信联合激励名单，享受市场主体

信用激励政策；将信用等级作为职工参与

工会系统评先选优的重要依据，在劳模和

工匠推荐等荣誉推报中，须核验职工信用

等级。

在职工信用建设的促进下，荣成市职工

服务社会的积极性进一步增强，全市职工志

愿者达 2万余人；参与经济技术创新活动的力

度空前，涌现省级工匠（首席技师）等高技能

人才 1人、市级 16人，300项创新成果获表彰。

山东荣成市总将职工信用建设纳入“产改”，用诚信文化凝聚职工、引导职工——

产业工人有了信用“积分簿”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马安妮

“我和妻子都在上班，家里两个孩子只

能 送 到 托 育 中 心 ，经 济 压 力 很 大 ，现 在 有

了 库 尔 勒 市 总 工 会 每 个 月 600 余 元 补 助 ，

压力缓解了不少。”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外卖员季

宇恒说。

今年 10 月底，季宇恒参加了库尔勒市职

工子女托育托管项目。这是库尔勒市总面向

一线职工子女提供的托育服务项目，解决了

职工带娃难的问题。目前该项目共投入资金

40 万元，现有 50 个托位，每个托位每年补助

8000元。

托育服务是利用工会现有场地，还是依

托第三方？经过调研，为了更好解决职工的

后顾之忧，库尔勒市总和项目具体实施的希

望街道工会联合会最终决定引入第三方机

构，提供更专业、更有保障的服务。经过两个

月的走访、调查、选址，最终选定当地两家第

三方托管机构。

花贝朵早教托育中心位于孔雀城邦小

区，室内设有多媒体教室、早教感统全脑教

室、活动室、睡房等，室外则有沙池、跷跷板等

活动设备，环境干净整洁。目前已有 32 名职

工将孩子安置在托育中心。

“项目开展以来，报名托育的职工越来

越多。今年我们又申报了一个托管项目，

打算充分发挥工会阵地作用，为 3 岁~16 岁

的孩子设立寒暑假托管班，开设特色课程，

既让孩子们有得玩、有得学，也让职工能安

心工作。”库尔勒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主

任何鸿说。

“让孩子们有得玩、有得学”

本报讯 （记者黄洪涛 通讯员王邹红）“有了‘移动职工小

家’，不仅有专门的地方休息，还有冰箱、微波炉、药箱等生活

设备和小型健身器材，十分便利。”近日，在位于江苏南京浦口

区的南京秋藤—望江 220 千伏线路工程架空一标段施工现

场，项目部施工员孟俊飞感慨道。

孟俊飞口中的“移动职工小家”，是国网南京供电公司专

门为服务施工一线职工打造的移动“房车”式日常活动场所。

“移动职工小家”由集装箱改造而来，底部装有 4 个可移动的

轮子，箱体采用钢质方管骨架、一次成型铝板，并且喷涂了油

漆，具有防雨、防尘、隔热、保温、防火、防锈的特点，顶部装配

有 1200瓦太阳能充电板，可持续提供 6小时~8小时用电。

据统计，国网南京供电公司平均每年有近 40个电网建设

项目，800余名施工人员长期在施工现场工作生活。

“很多大型电力工程施工地点偏远，职工缺乏休息和娱乐

的地方。而传统的职工小家成本高且不可移动，工程项目结

束后就荒废了。”国网南京供电公司工会副主席展敏说，“‘移

动职工小家’可同时容纳 10余人，车外遮阳篷下可以坐 5人~
6人，哪里有需要就移动到哪里。”

班组文化展示墙、共享书柜……“移动职工小家”还成了

临时的班组文化建设阵地。项目部最近就在“移动职工小家”

内开展读书分享会活动。

据悉，自今年 6月投用以来，“移动职工小家”已陆续开进

施工一线，服务职工达 500余人次。

国网南京供电公司打造“房车”式服务场所

“移动职工小家”开进施工一线

本报讯 （记者邢生祥）近日，青海省总工会发布启用青

海工会服务职工平台和“青工之家”APP，自此，青海省广大职

工可享受到更加快速、高效、便捷的工会服务。

近年来，青海省总以数智工会建设为全省各级工会赋能

增效，不断提升工会服务职工的水平和创新能力，初步建成

“指尖上的工会”。新推出的服务职工平台共有组织建设类、

服务职工类、权益维护类、日常帮扶类等 16 项基础服务模

块。其中，组织建设类实现职工线上建会、入会转会；服务职

工类提供就业服务、会聚良缘、心理健康服务；权益维护类包

括法律援助、维权诉求等；日常帮扶类包括助学服务、困难帮

扶、送清凉（温暖）等。

青海省总努力拓展深化全省工会线上阵地。目前，青海

工会服务职工平台建设完成全省 1100 余个工会服务阵地的

数字地图，努力打造全省工会融媒体矩阵和大宣传格局。

同时，青海工会服务职工平台建立全省工会数据资源中

心，设计开发全省工会综合业务平台，覆盖延伸至全省各街道

（乡镇）工会、群团服务站等基层一线，实现各级工会业务网上

互通互联、一站式办理，公文流转、重要事项通知、督查督办提

醒功能已完成并运行，实现“一网通办”。目前，已完成工会组

织、工会会员等功能模块开发应用，初步建立全省工会基础数

据资源库。

此外，青海工会服务职工平台建立青海智慧工会数据分

析展示平台，为科学决策提供有力支撑。

青海工会服务职工平台启用

工会业务实现一站式办理

12 月 7 日，在浙江省杭州市玲珑街
道和谐劳动关系服务站，公司职工在站
内休息。

由浙江省总工会培育、杭州市总工会
等部门指导的杭州市玲珑街道和谐劳动
关系服务站按照“服务职企零距离、集体
协商全覆盖、定分止争促和谐”的服务理
念为广大职工提供劳动争议调处化解、工
资集体协商、法律援助、就业指导等便民
服务。

新华社记者 才扬 摄

劳动关系服务站
服务职企促和谐

（上接第 1版）

汶上县明确了县工人文化宫公益性服务性的基本定位，将

其纳入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把工人文化宫确定为公益二类

单位。研究制定财政保障政策，把自收自支体制改为差额拨

款，基本运行费用纳入每年财政预算，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

目资金补助等形式给予支持，配套充实提升文化宫设施功能。

融合服务增活力，联动机制强生机

“近 3年，进文化宫参加线下活动人员突破 30万人次，参与

由工人文化宫牵头领办的各类学习教育、文体保健、技能培训

的群众超过 20万人次。”在汶上县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杨奉明看来，工人文化宫高效运转得益于“两性两化”的转变。

据了解，刚启用后的汶上县新工人文化宫，面临专业人才不

足、运营经验缺乏、场所利用效率较低等瓶颈。怎样在坚持公益性

服务性的基础上，顺应职工需求、创新服务内容，是一道必答题。

汶上县工人文化宫打破传统“坐馆”模式，探索县级工人文

化宫抱团融合发展服务新模式。汶上县工人文化宫充分利用

与县公共文化艺术中心、文化馆、图书馆、档案馆、城市展馆连成

一体的优势，实现了宫中有馆、馆中有宫、宫馆互通，与其他场馆

在服务内容上实现资源、信息、数据共享，在活动开展上共同参

与、配套联动、同频共振，成为汶上职工群众的“网红打卡地”。

在宫馆阵地融合互动的基础上，汶上县推进工人文化宫与

政府机构、社会组织、企业合作，整合各类资源，通过社会化、市

场化运作实现平台联建、活动联办、培训联做、品牌联创。针对

职工需求采取“订单”式服务方式，工人文化宫为职工推出了政

策咨询、法律援助、困难帮扶、就业创业等精准服务。

近年来，汶上县心理学会、筑安技术培训、安泰培训学校

等 10个社会组织和培训机构入驻县工人文化宫，向职工推出

健康体检、电子商务、家政培训等 20多项专业化、常态化服务

项目。推出“经典诵读”“惠工影院”“工创圆梦”等一批具有工

会特色文化的普惠性服务项目。去年以来，通过融联合作，累

计开展职工教育培训活动 64 场次，职工文化活动 48 场次，职

工体育活动 27场次，参与职工 7.6万余人次。

智慧赋能添羽翼，精准服务提效能

“对社会化市场化运作项目进行实时评价和终期评价，实

时评价不合格的责成限期整改，对评定为差的合作单位退出

合作管理，并面向社会进行重新招募。”据了解，汶上县工人文

化宫运用“互联网+”技术推动管理手段、服务模式创新，探索

出了工人文化宫智慧管理和服务职工的新模式。

在打造智慧型文化宫过程中，汶上县工人文化宫注重强

化数字赋能场馆功能建设，在山东率先启用“智慧场馆”管理

系统，实现了场馆管理数字化、智能化、便利化。数据“一网

通”实现统一管理、统一分析、统一运用；智能“一卡通”实现各

场馆一卡通用、快捷方便；服务“一点通”与“齐鲁工惠”APP实

现数据对接，职工通过 APP查看资讯、报名活动、预约场地。

“我经常通过智慧平台线上预约文化宫健身房，动动手指

就知道场馆内哪些课程可以参与，哪些课程已经满了，避免了

空跑，实在是太方便了！”汶上县畜牧发展中心职工信卫军说。

如今，汶上县工人文化宫总建筑面积 7500 平方米，功能

布局有宣传教育培训、文体健身活动、安全教育体验、美术书

画培训、工友创业孵化、法律援助服务、职工健康赋能、职工综

合服务八大服务中心，通过线上线下征集群众需求，“下单配

餐”推送职工服务项目，赋能增效为汶上县工人文化宫的职能

发挥增添了羽翼，线上点单、线下服务提速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