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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策划

建立“服务之家”

云南省每年都有数百万的农村劳动力转

移到省外务工就业，2021年，这个数字达到了

386.4万人。随着在外务工人员的增多，云南

各级人社部门结合实际，建立了148个驻省外劳

务服务工作站，通过组织对接当地人社部门和

用工企业。工作站一方面积极收集用工缺工情

况，另一方面为需要维权和法律援助的务工人

员提供帮助，架起用工企业与外出务工人员之

间的桥梁，为云南籍员工提供“全链条”就

业服务。

2月14日，628名怒江州返岗务工人员乘

坐“怒江州返岗专列”，满载希望从云南昆明

驶向2000多公里外的广东省珠海市。泸水市

洛本卓乡托拖村村民香贵才是第一次赴省外务

工，虽然略微有些紧张，但当地人社部门对其

无微不至的关怀，让他对自己的务工之路信心

满满。“工作是人社部门帮我对接的，这次外

出的车票也是他们帮我免费预定的，他们还给

我送了一个装着食品和红围脖的‘福袋’，我

今年肯定能红红火火。”香贵才说，以前他在

家务农，虽然家里已脱贫，但生活并不富裕。

2022年，在泸水市人社局驻珠海市劳务服务工

作站站长蒋学平的宣传动员下，他决定和儿子

一起到珠海务工。

动员香贵才外出务工的蒋学平，在2018年

工作站成立伊始，就长期驻扎在珠海市。3年多

来，他对接了50多家企业，转移劳动力达几千

人次。“前期我们已经和企业对接好了岗位需

求，主要是去珠海市的电子厂、五金厂、玩具

厂等企业，薪资待遇在4500元/月以上。”蒋学

平介绍说，近年来，人社部门一边加强珠海工

作站建设，提高服务质量，一边积极协调各地

企业、部门单位、乡镇及站所，形成多方高效

联动的劳务输出工作机制，助推劳务输出健康

有序进行。

永善县驻杭州市劳务服务工作站同样也成

立于2018年，据该工作站站长、永善县在浙江

流动党员党总支书记王登玉介绍，永善县有约

5.3万名外出务工人员在长三角地区就业，其

中党员有400多名，杭州同样集中了大量的永

善籍务工人员。建立工作站之后，“有难事，

找党组织，找工作站”成为当地务工人员的共

识。2019年11月，王登玉接到了永善县务基

镇青龙村村民老陈的电话，他妻子在无锡一家

水泥厂工作时，左脚被机械严重砸伤住院，水

泥厂负责人只垫付了前期医药费，就没有了后

续。“工作站一定要维护在外务工人员的合法

权益。”王登玉放下电话就到工厂了解情况，

并在当地人社部门和专业律师协助下，帮助老

陈一家获得了10万余元的赔付。“王书记不

仅帮我们讨回了工伤赔偿，还帮我们讨回了尊

严！”老陈激动地说。

统计数据显示，该工作站成立以来，共帮

助务工人员协调处理劳务纠纷和工伤事故150余

起，涉及劳务费800余万元，争取协调42万元慰

问金救助困难务工人员1358人。

保障工资支付

保障农民工工资足额发放，一直都是岁末

年初社会关注的热点。

2021年11月8日，昆明市根治欠薪农民工工

资领导工作小组办公室得到消息，昆明市晋宁

区的水云城项目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昆

明市迅速行动，成立了由市人社局、市住建局

等多个单位组成的解决水云城项目欠薪线索工

作专班，并在第一时间就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

的具体情况进行实地调查，现场督办指导，约

保权益 为务工者撑起“保护伞”

云南高度重视劳动者特别是外出务工者的权益保护，把防范化解劳动关系领域风险作为底线

任务，扭住关键节点，强化全链条工作，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劳动关系基础更加扎

实、劳动权益保障越来越好，让务工者安心舒心，为稳就业提供坚强后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