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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赵倩

近年来，我市人社部门创新劳动

争议调解模式，通过“强组织、建机制、

抓治理、促宣传”四项举措，充分发挥

劳动争议调解工作“第一道防线”作

用，健全多元化调解处理机制，推进市

域社会化治理，全力维护劳动关系和

谐。今年，市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

荣获“青海省金牌协调劳动关系社会组

织”荣誉称号。

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

入推进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夯实矛盾纠

纷化解基础。标准化建设“一庭一室一

中心”，构建起“人社＋法院＋工会＋

司法＋街道”五位一体调解新模式，设

立协调劳动关系社会组织 1 家、基层劳

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 6 家，规范调解组

织名称和标识，制定告知引导、回访反

馈、档案管理等工作制度。加强劳动关

系协调员队伍建设，依托各级人民调解

组织、基层司法所，选定专（兼）职调解

员 200 名，组织调解员定期开展案件研

讨，分析、预测劳动争议纠纷特点规

律、发展趋势，做到有的放矢。强化业

务能力提升，加强劳动法、劳动合同法

等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常态化学习，坚持

“练兵比武”、业务培训等方式，不断提

高调解员调解能力和水平，选树金牌劳

动关系协调员 1 名，推动调解组织建设

提质增效。

针对近年来劳动者维权案件涉及

领域较多情况，市人社部门健全多元化

调解新机制，妥善化解矛盾纠纷。创新

建立“诉调对接”机制。成立劳动人事

争议多元化调解工作站，（下转四版）

本报讯（记者 夏 静 通讯员 祁

瑞）近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日本

进口海产品开展专项监督排查，督促

经营者禁止售卖、使用自 2023 年 8 月

24 日起进口原产地为日本的水产品

（含食用水生动物）。

执法人员对我市农贸市场、超

市、水产店、餐馆内的水产品进行了

逐一检查，了解其所出售和使用的

水产品收购和销售去向以及检验检

疫情况。其间，还对经营者进行了

长江禁捕政策宣传，督促经营者提

高守法意识，自觉遵守禁捕相关规

定，严禁打击未明码标价、价格欺

诈、串通涨价、哄抬价格、散布涨价

虚假信息等价格违法行为，坚决维

护我市水产品价格和社会稳定。

目前，我市水产品市场经营秩

序总体较好，市场上销售和使用的

海产品均为国内解冻鱼类和养殖水

产品。

市场监管部门专项排查进口海产品

执法人员检查超市水产品。 记者 夏静 摄

本报讯（记者 赵倩）今年来，为

扎实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关爱工作，为

青少年儿童成长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

的环境，西城区通过落实三项举措切

实抓好未成年人保护关爱工作。

从打通堵点入手，统筹兼顾补齐

未保工作短板弱项。不断完善城区、

乡镇、村（社区）三级未保工作网络，积

极打造乡镇（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站、村（社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点。

组织和协调辖区各乡镇、街道和村（社

区）配齐儿童督导员和儿童主任，开发

公益性岗位，安排专人从事未成年人

救助保护工作，积极推进解决有人干

事的问题。城区及各乡镇、街道进一

步细化各级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

组分工，按照全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要点，建立和完善重点工作任务清单，

明确工作任务、要求和时限，配套出台

监督、宣传、督导等保障性工作方案，

切实保障未保工作顺利进行。

从消除盲点入手，狠抓宣传汇聚

各方力量共同保护。重点围绕法律

知识解读、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家庭

教育等内容，设计印制未保政策宣传

单、未保倡议书、未保工作明白卡等

宣传资料，结合走访摸排同步做好未

保政策宣传。不断提高工作人员业

务能力，强化全区儿童督导员、儿童

主任业务知识培训。结合各乡镇、街

道实际，以村（社区）为单位开展家庭

保护宣传活动，加大对未成年人父

母、监护人家庭教育指导。同时，通

过“线上＋线下＋实地走访”开展防

溺水、交通、防火、防电信诈骗、防欺

凌等安全“大家访”活动，让其监护人

真正履行起监护责任，从源头管控保

护风险。积极探索创新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宣传方式，发动成员单位，多

形式多渠道加大未保工作的宣传力

度，通过法制讲座、宣传会议、媒体网

络、展板标语、流动宣传车、大喇叭等

形式开展“进家庭、进学校、进单位、

进公共场所”等活动，针对不同群体，

广泛宣传。 2023 年辖区共开展各类

宣传活动 400 余次，举办法制讲座、未

成年人保护讲座近 40场（次）。

从突出实效入手，务实举措推动

志愿活动提质增效。充分利用传统节

日和假期，各街道、社区积极利用“儿

童之家”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诗

歌朗诵等寓教于乐的活动，并定期组

织未成年及其父母观看“立德树人 家

校共育”家庭教育直播课以及“安全教

育 家校一体”线上公益课未成年人线

上课堂等，引导少年儿童牢固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今年以

来，辖区 17个儿童之家开展各类活动

60 余次。城区及时组织各乡镇、街道

强化与职能部门和辖区学校等联动，

紧密结合创城工作要求，动员组织辖

区未成年人深入社区积极开展卫生清

洁、照顾孤寡老人、不文明行为劝导等

志愿服务活动，健全完善学校、家庭、

社会“三结合”教育网络，加快未成年

人活动阵地建设，为广大未成年人营

造一个健康的社会文化环境。加大

“一对一”“多对一”结对帮扶力度，持

续做好留守儿童、家庭困难子女等的

关爱工作。开展实名制“爱心爸妈”关

爱留守儿童结对帮扶等活动。及时摸

排辖区困难和残疾家庭学生，积极协

助申报相关资助。同时，在“六一”儿

童节，各社区积极组织爱心人士，慰问

关怀困难家庭子女 40余名。

西城区切实抓好未成年人保护关爱工作

青海日报讯（记

者 陈晨）近期，青海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紧盯宣传到

位、联系到位、登记

到位、帮扶到位等环

节，突出实施重点指

导、重点服务、重点

培训、重点推荐，持

续做好脱贫家庭（含

“ 雨 露 计 划 ”毕 业

生）、低保家庭、零就

业家庭和残疾等困

难高校毕业生就业

帮扶工作，加力促进

尽早实现就业。

加强高校毕业

生特别是困难群体

实名信息的登记完

善，分类实施“一人

一档”“一生一策”精

准帮扶，精确搭建人

岗匹配平台。聚焦

困难毕业生，优先落

实提供职业指导、推荐岗位信息、提供

培训机会等就业帮扶。建立“周调度”

和“月通报”工作机制，以高校毕业生

实名登记信息为基础，调度推进离校

未就业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指标

完成情况，特别是困难高校毕业生就

业帮扶工作落实情况，促进困难高校

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

积极面向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

省市和省内重点企业，征集适合我省

困难高校毕业生的岗位信息，加密线

上线下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活动，结

合困难毕业生实际，择优定向推送 3个
以上备选岗位。同时，鼓励困难高校

毕业生积极参加基层服务项目，不断

拓展就业渠道。优先为困难高校毕业

生提供见习机会，积极将有培训意愿

的困难高校毕业生纳入职业培训服务

范围，支持各类培训机构面向困难毕

业生开展定向、定岗、订单培训，进一

步提高就业创业能力。

协同教育、民政、乡村振兴等部

门，对难以通过市场化方式实现就业

的，按规定利用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

对符合条件的，按规定纳入最低生活

保障、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范围。提

前筹划开展 2024届应届困难毕业生一

次性求职创业补贴发放工作。结合人

社部“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等活动，

发挥示范引领激励作用，帮助困难毕

业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择业观、成才

观，引导多渠道就业创业、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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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组织建机制抓治理促宣传
——我市健全多元化调处机制推进市域社会化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