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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策划

窗口服务有温度

“请喝茶，慢慢说！”当接到云南省总

工会信访办公室工作人员递来的茶水，看到他

们认真倾听记录自己反映的情况时，哪怕有再

多的不满和委屈，来访职工的怨气都会消散不

少。来访职工现场反映情况时，还可得到心理

咨询师的情绪疏导，以及律师的建议，切身感

受到工会作为“娘家人”的温暖。多年来，云

南省总工会社会联络中心（云南职工对外交流

中心）积极引导职工合理表达利益诉求，维护

了职工的合法权益以及队伍的稳定。

云南省总工会社会联络中心党支部书记、

主任拜蓉蓉介绍说，近年来中心每年受理的来

信来访来电以及网上信访平均在300批次400人

次以上，涵盖方方面面，都跟职工自身利益密

切相关。

“为帮助来访职工切实解决实际困难，

我们创新了来访职工、来访职工单位行政和工

会、云南省总工会社会联络中心、律师‘五

方’参与的调解机制，取得较好效果。”拜蓉

蓉说，将相关人员聚集在一起，不仅可以及时

调处来访职工的上访案，还化解了几件多年重

复的上访事项。除了“五方调解”，该中心每

月、每季度还会对信访情况进行研判，把某些

职工反映的个性问题，转化为共性问题来研

究，并提出解决思路。例如，2021年，数十名

信访人员反映灵活就业人员不能参加职工医疗

互助的问题，该中心了解具体情况后，积极

与相关职能部门沟通，并在今年圆满解决了该

问题。

人社服务窗口是联系民生最紧密、服务群

众最直接的第一线。近年来，云南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通过不断提升服务质量、规范服

务行为，得到越来越多办事群众的认可和接纳。

“老百姓来办事，首先是要找得到‘门’。

我们按照统一标准，采集了全省8800多个政务

服务点的图片和详细信息，上传到群众常用的

手机地图上，让每个服务网点都有定位、可导

航。”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行政审批

处副处长吕燕玲介绍说，针对云南少数民族众

多、有些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听不懂普通话的

特点，人社部门在少数民族聚集区人社服务点

设立“双语窗口”，开展少数民族语言引导服

务，打通服务少数民族群众的“最后一米”。

上门服务有速度

“您好，请问您到这里上班多长时间了？

公司为您缴社保了吗？”日前，在永仁县的一

家丝绸生产企业，身着蓝色马甲的社保服务先

锋队队员主动敲开企业大门，宣讲降费减负惠

企政策，并耐心询问公司职工参保情况。根据

企业负责人和职工反馈，先锋队队员讲解了缴

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等险种对企业和职工个

人带来的益处。“以前有部分职工不愿缴纳社

保费用，也导致了企业的人员流动过快，人才

招聘成本攀升。现在社保局的工作人员走进企

业，为我们宣讲政策，打消了大家的顾虑，激

发了他们工作的动力。”该企业负责人说。

长期以来，云南省的养老保险因为首次

参保年龄高、中断缴费比例高等结构性问题，

优服务 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瞄着问题去，干出实效来。”近年来，云南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引

领党员干部聚焦群众反映集中的共性需求和存在的普遍问题，瞄准发展亟待解决的痛点、难点，用

心用情服务，拿出实招硬招，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