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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太感谢了，这可是我的救命钱，咱
职工互保真是比亲人还要亲啊！”近日，当宝
鸡市渭滨区清姜街道烽火社区职工谷建平
从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陕西省办事处（以下
简称中互会陕西办事处）主任张志强手中接
过3万元理赔互助金时，瞬间红了眼眶。

这一幕是中互会陕西办事处开展互助
保障活动的一个缩影，“职工互助保障暖人
心，托起职工幸福梦”已是陕西工会职工互
助保障工作的常态。

她是职工互助保障宣传员

说起谷建平，宝鸡市渭滨区清姜街道烽
火社区的群众无不称赞。她不仅负责社区
社会保险、退役军人事务、宗教事务、职工互
助保障等工作，同时兼顾单位的财务工作，
可以说是社区忙里忙外的“大管家”。

有一次，已是22时，社区有个退休职工
的孩子打电话给谷建平，说他父亲在家去世
了，自己又在外地，实在没办法只能求助社
区。谷建平和社区的同事们马上联系了火
葬场和派出所的人，忙完已经是凌晨4时，后
续葬礼也几乎是社区工作人员代其操办的。

平日，谷建平是一名女强人；特殊时期，
她是一名“女汉子”。疫情防控期间，她作为

社区值班人员，平均每天扫码1500多次，天
天起早贪黑，用她的话说“孩子晚上还没睡
的时候，自己已经起床上早班了”。

十多年来，谷建平一直把“用脚丈量社
情，用心丈量民意”的工作方法融入每一个
工作环节，及时了解掌握居民群众的所想、
所盼、所求，真正做到“民有我呼，我必有应，
应必有果”。

但令她最为自豪的，还是社区职工互助
保障宣传员和经办员这个身份，因为这让她
多次见证了职工互助保障给一个家庭带来
的希望。

互助保障让她看到曙光

十几年来，她几乎没有在正常双休日休
息过。但上天并没有眷顾这位热心大姐，最
近一次单位体检，她不幸被查出患有宫颈癌。

这突如其来的厄运，犹如晴天霹雳，毫
不留情地把谷建平一家人平静的生活击得
粉碎。

在单位领导和家人朋友的催促下，谷
建平放下手头工作入院治疗，可需要自己
承担的治疗费高达 6万多元，这对于丈夫
下岗失业、孩子面临高考的家庭来说，更加
雪上加霜。

此外，今后每个月几千元的后续治疗费
用，就像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10月 11日下午，就在谷建平一家人面
对治疗费一筹莫展之际，中互会陕西办事处
主任张志强带着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
刘皓的嘱托，冒雨来到家中看望，并送来 3
万余元的理赔互助金。

张志强仔细询问了谷建平的生活、病情
及家庭情况，鼓励她要充满信心、勇敢同病魔
作斗争。还特意叮嘱市县代办机构的工作人
员，一定要让基层宣传员也感受到互助保障
的温暖，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为职工“遮风挡雨”

看到这温馨的一幕，宝鸡市渭滨区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苏青由衷地感
叹：“职工互助保障就是为职工花小钱，办实
事、办好事、解难事，也为职工增添了一份经
济保障；是一项维护职工切身利益、减轻职
工医疗负担的重要工作。”

谷建平参保共花了145元，其中女职工
特殊疾病保费50元，得到了3万元的理赔互
助金，后续住院治疗费用还在报销范围。

“真是解了她的燃眉之急，也解决了家
庭的后顾之忧。”随行的渭滨区总工会困难

职工帮扶中心主任张哲说，“我深感欣慰和
责任重大。”

“中互会陕西办事处将力争把医疗‘互
助伞’越撑越大，伞下会员越来越多，让广大
职工在真正享受‘小病有补偿、大病有保障’
实惠的同时，极大缓解患病职工的经济压
力，让患病职工有‘医’靠。”张志强说。

临别时，坐在椅子上的谷建平紧紧握
着张志强的手：“感谢省市领导冒着大雨
送来互助金，让我们一家真切感受到来自
工会组织的温暖。互助保障实在太好了，
我们职工群众有了这把保护伞，就永远不
惧风雨！”

“开展职工互助保障活动既是落实全
总、省总决策部署的政治要求，也是满足职
工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更是竭诚服
务职工群众的职能体现。”张志强表示，中互
会陕西办事处将进一步发挥工会服务职工
的有力抓手作用，从提高保障待遇、扩大保
障范围、消除保障空白点、体现工会情怀、增
强服务保障能力、力促险种职工双覆盖六个
方面为出发点，优化升级在职女职工特殊疾
病、职工重大疾病及意外伤害三项互助保障
活动，最大限度让三秦职工会员享受到受益
广、品质高的精准服务。

□本报记者 王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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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患病职工有“医”靠
——中互会陕西办事处为参保职工提供受益广、品质高的精准服务

据媒体消息，“我们接了一家公司的岗位外
包服务需求，在与客户完成员工劳动合同主体
换签后3个月，不仅后续收不到管理服务费，连
按照合同应付给 18 名员工的工资、社保、公积
金也拖欠了。现在我们独自承担200多万元赔
偿金。”近日，福建厦门方胜众合企业服务公司
负责人黄某向媒体反映。

人力资源服务企业为赚600元的管理服务
费，搭进了200万元的赔偿金，交了一笔昂贵的
岗位外包业务“学费”，叫苦不迭。这一案例暴
露出岗位外包业务模式存在的风险，给人力资
源服务企业以及相关主体敲响了警钟。

所谓岗位外包，是指企事业单位将某些岗
位的所有人力资源工作完全外包给第三方人力
资源服务企业，由人力资源服务企业与劳动者
建立劳动关系，负责劳动者的工资发放、社保及
公积金缴纳、在职管理、培训等事项，“发包”的
企事业单位对劳动者有使用权，与劳动者没有
劳动关系，只需按照协议向人力资源服务企业支
付管理服务费用。从理论上说，岗位外包作为一
种新型业务模式，可以整合利用外部专业资源，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相关岗位的专业性，降低
用工管理成本，提高工作效率。有些企业可能在
某地缺乏缴纳社保的资格，岗位外包也为保障劳
动者的社保权益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岗位外包却存在连续
转包、用工主体不明、劳动关系混乱等问题，有
些企业甚至利用岗位外包把本来与企业有劳动
关系的员工“包”给第三方人力资源服务企业，
借此逃避劳动关系责任。显然，如此岗位外包已经变了味，也
很容易引发劳动纠纷和合同纠纷，为劳动者权益以及“承包
方”的权益埋下了重重隐患。

针对岗位外包存在的潜在风险，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应从
保护自身权益的角度增强警惕意识，谨防岗位外包沦为“风险
甩包”，应审慎了解“发包”企业的资金、信用等信息，并可在岗
位外包合同中约定保证金条款，适度提升违约金的标准，对

“发包”企业形成更多约束。
立法部门、劳动监察部门、工会等应从维护用工市场秩序

和劳动者权益的角度加强对岗位外包这一新型用工模式的关
注、研究和监督，可通过修改完善法律或出台法律解释，明确
岗位外包关系中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并针对企业假借岗位
外包模糊用工主体、逃避劳动关系责任等问题给出清晰的法
律定性，明确“发包”企业的违法侵权责任以及相关部门的监
督干预责任，给岗位外包戴上“法律笼头”，依法保障岗位外包
的规范性。

实际上，有些企业的岗位专业性并不强，自己的员工完全
能够胜任，或者自己的员工一直干得好好的，企业根本就没必
要把岗位外包给第三方人力资源服务企业，也不应该把自己的
员工先变身为人力资源服务企业的员工然后再“租”回来用。
对于企业缺乏合理性、必要性的反常岗位外包行为，劳动者不
能逆来顺受，听之任之，而是应该依法理性与企业沟通交涉，让
企业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和劳动权益保障方案，如果企业无视
劳动者的焦虑和合理诉求，一意孤行，劳动者可拒绝配合、拒绝
签字，向工会或有关部门反映、投诉举报，用多种合法方式向企
业施加反制压力，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李英锋

据新华社电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工伤保险司司长郑玄波 10月 26日介
绍，在北京、上海等 7省市的美团、闪送、
货拉拉、快狗打车等7家平台企业试点的
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一
年多来取得阶段性成效。截至9月末，累
计有 668万人被纳入保障范围，已有 3.2
万人次获得职业伤害保障待遇4.9亿元。

郑玄波在当天召开的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2023年三季度新闻发布会上介
绍了上述情况。他表示，职业伤害保障切
实维护了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的权益，特
别是有效发挥了重大伤亡事故兜底保障
功能。这一制度也分散了平台企业经营
风险，有助于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职业伤害保障，就是为外卖骑手、网
约车司机等创设的“新型工伤保险”，由
平台企业缴费，就业人员个人不缴费。
其保障的范围和情形、待遇的标准和水

平，与工伤保险总体保持一致。
“对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这一新兴

群体如何参加社会保险，试点进行了破
题，积累了宝贵经验。”郑玄波说，下一步
将研究扩大试点的思路，为职业伤害保
障在全国推开奠定基础。

郑玄波提示，参加试点的新就业形
态就业人员如不幸遭遇事故伤害，可点
击手机APP中的“一键报案”，拍摄事故
现场照片留作证据，并保存好就医产生
的诊疗票据，从而更便捷获得职业伤害
保障服务。

“近期我们将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
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服务入口，推出新
就业形态就业人员参保信息查询、日接单
情况查询和平台服务机构查询等服务。
后续我们还将进一步推出待遇给付申请
受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
发放、办理进度等服务。”郑玄波说。

本报讯（胡彦峰 赵兵学）“健康小屋是
咱一线工人身边的‘健康顾问’，今天我的血
压、血糖监测数值都正常。”10月23日，中油测
井长庆分公司安塞项目部一线作业队职工全宇
开心地说。这是中油测井做好作业队后勤服
务、全力保障野外一线职工健康的又一体现。

近年来，中油测井长庆分公司全力贯彻落
实“健康中国”战略，以创建健康企业为目标，
全面开展健康管理工作，着力从野外一线职工
吃、住、行和
健康等方面
下功夫，全
力打造现代
化野外一线
职工生活环
境。同时，创新管理模式，把健康管理纳入
QHSE管理体系，坚持职工健康和安全生产并
重原则，持续改善一线工作场所环境，加大基
础设施建设，在一线项目部建设健康小屋 12
个、健康角10个，为每一个健康小屋配备专兼
职健康管理员，实现基地公共场所健康检测和
急救设备全覆盖。

此外，该分公司根据实际需要为一线职工
配置了健身房、乒乓球台、羽毛球场、篮球场等
体育健身设施；设置了洗浴室、洗衣室、阅览室
等生产生活卫生辅助空间，让职工充分共享企
业改革发展成果；每年组织开展健康义诊一线
行活动，邀请体检机构外派体检专家队伍进驻
生产一线基地，使广大一线职工就近享受到高
质量的体检服务，全员体检率达100%；对职工
健康档案实施统一管理，持续开展职工患大

病、急病、重
病的预警和
防范机制建
设，建立起
大病就医快
速通道。

“今年，我们已邀请专家健康咨询服务职
工223人次、中医诊断225人次、针灸265人次，
为一线职工开展心理健康辅导培训 600余人
次，有效缓解了职工的心理压力，提升了工作
积极性，切实提升职工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
感，并荣获了陕西省健康企业建设示范单位。”
该分公司质量安全环保部经理韩涛介绍道。

全力保障野外一线职工健康
中油测井长庆分公司

668万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职业伤害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