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 版 2022年 7月 8日 星期五 7责任编辑：刘小燕

E－mail:grrbxsm@163.com

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撑起法律“护佑伞”
——“尊法守法·携手筑梦”服务农民工公益法律服务行动实录

四川省成都市总工会作为首批“尊

法守法·携手筑梦”公益法律服务行动

全国总工会直联点之一，持续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公益法律服务行动，不断增强

公益法律服务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

法权益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实效。

——推进多元联动一站解纷，促进

社会和谐稳定。对于劳动者多头跑路

增加诉累这个难题，成都市总工会整合

劳动执法、调解、仲裁、法律援助、司法

力量，牵头成立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委员

会，搭建市一级、23个区（市）县、部分街

道（园区）三级实体运行的劳动争议多

元化解一站式联动处置中心，形成了

“协作联动、全域覆盖、一站服务、前端预

警、稳定专业”的“1+23+N”劳动纠纷多

元化解网络，减少劳动者维权时间和成

本。2021年以来，全市联处中心共成功

调解纠纷 1.69万件，为职工挽回经济损

失3.22亿元。

——开辟工会法律援助绿色通道，

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成都市总工会切

实履行法律法规，制定了《成都市工会法

律援助办法》及实施细则等配套文件，组

建了拥有近百名执业律师的成都工会律

师团，实现法律援助“应援尽援”。近3年

来，受理职工法律援助案件3576件，为职

工挽回经济损失3038.35万元。

——开展劳动法律监督，预防化解

劳动领域风险隐患。成都市总工会配

合行政部门开展根治欠薪专项行动，参

与检查企业 3000 余家，涉及职工近 20

万人。开展“法治体检”劳动用工法律风

险排查行动，共走访企业 2950 家，发现

风险问题 102处，提出整改措施 89项，为

企业提供劳动用工法律咨询 169 次，帮

助企业建立健全劳动关系矛盾预防化解

机制 16项。

——强化普法宣传教育，打造工会法

治服务品牌。成都市总工会创新普法宣传

形式，扩大覆盖面，组织“职工普惠·幸福快

车”基层行活动，为广大职工提供丰富多彩

的法治文化体验，线上、线下结合助力打通

服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最后一公里”。

线下着力打造“职工普惠”服务品牌，走进

公园绿道、产业园区等基层一线送服务，开

展“职工普惠·幸福快车”活动 67场，覆盖

职工 20余万人次。线上在“成都职工”微

信公众号、“职工普惠APP”等网上平台持

续开展 5期线上普法有奖竞答活动，累计

参与人数达百万。积极参与成都市“998法

治大讲堂”普法节目，将典型案例改编为情

景广播剧，播出了“工伤待遇申报遇障碍，

他们该怎么办？”“包工头欠薪，法律援助讨

回公道”等节目。成都市大邑县总工会拍

摄了《红楼梦普<民法典>》系列情景剧微

视频，将热点焦点法律问题向广大职工解

答，提升了法治宣传的趣味性和职工群众

的感知度，通过微信公众号推送短视频 8
期，视频观看量 6000余次。“尊法守法·携

手筑梦”行动期间，全市共组建 39个服务

队，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普法宣讲363
次，提供法律咨询 5012次，发放宣传资料

5.37万份，惠及逾50万名劳动者。

2021年 11月，因工伤住院的外卖员

小王，终于拿到了因为劳动关系难以认

定而被餐饮公司拒付的工伤等赔偿金。

这是北京市总工会“尊法守法·携手筑

梦”服务农民工公益法律服务行动中服

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一个普通案例。

北京市总工会在开展服务行动的

过程中，充分发挥工会依法维权的职能

作用，以让广大农民工共享发展建设成

果为导向，在认真落实全总相关要求的

基础上，以“维权向前一步”的工作态

度，积极主动服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为服务好农民工，北京市总工会首

先在如何让外卖员小王这样的农民工了

解到这些工作上下功夫。除普法动漫等

系列普法音视频外，北京市总工会还围

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关心的问题，结合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不同的使用习惯和疫

情防控要求，以线上为重点，多样化、多

渠道开展了普法宣传。比如通过微信推

送短消息，对《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

例》进行专题宣传，发放“情系劳动者 法

在你身边”系列之《农民工问题》《新就业

形态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十

答十问》等宣传折页，以及制作线上新

《安全生产法》解读系列课程，录制“我们

一起学宪法”等网络普法课程等。

为服务好农民工，北京市总工会还

对工作作了进一步的规范。为了让农民

工兄弟得到更加规范有序的服务，北京

市总工会针对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起草了相应的保障性文件，

建立了保障机制；起草了《北京市总工会

关于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维护法律服务

实施办法（试行）》，扩大了工会法律援助

范围，为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多项

专业法律服务提供了依据；收集汇总了

国务院、国家部委及北京市出台的相关

文件,形成《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

权益有关文件汇编》；与市高院联合下发

《关于深化劳动争议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建设 加快推进诉调对接工作合作意

见》，深化了劳动争议调解联动机制工

作，畅通了转案流程。这些工作的落实

让更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得到了更多、

更规范、更深入的维权服务。

服务好不好，关键看行动。北京市

总工会采取“向前一步”服务农民工举

措，法律援助团队按照工作机制，在记

录求助者基本情况后，安排法律援助律

师，提供取证、协助工伤认定、仲裁申请

等服务。这些依靠的是北京工会各级

法律服务接待窗口设立的“新业态职工

绿色通道”，以及工会劳模服务团等优

秀律师团队。他们为需要维权帮助的

农民工兄弟优先办理咨询、调解、法援

等诉求。在应对援助个案的同时，这些

团队还通过理论圆桌活动等，对“共享

员工”等新兴用工形式的实践应用进行

专题讨论，未雨绸缪，进一步指导后面

的维权工作。

“尊法守法·携手筑梦”服务农民工公

益法律服务行动开展以来，北京工会共为

农民工提供线上法律咨询 1930件，其中

APP咨询415件，微信咨询515件；现场调

处劳动争议 1622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569件，共为职工挽回经济损失4284.24万

元，其中办理拖欠工资法律援助案件269
件，挽回经济损失1029.72万元。

北京市总工会

“维权向前一步”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
“感谢内蒙古工会，给我们带来保

温杯、消杀用品，还请律师帮我解答了

交通事故赔偿问题，工会真是我们贴心

的娘家人呀!”陈师傅手里捧着维权手

册，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6月 1日，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干部

走进顺丰速运公司，与公司党支部联合

开展“点赞快递小哥 喜迎党的二十大”

主题党日活动，为坚守在岗位上的工作

人员送上慰问品和法律宣传手册，并表

达了真切的关怀。近年来，自治区总工

会不断强化维权服务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将法治宣传教育与推动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建会入会、维权服务等工作有机

结合，多措并举，精准施策，叫响做实“尊

法守法·携手筑梦”服务农牧民工法治宣

传活动和公益法律服务品牌，以法治之

光护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筑梦之路，提

升了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加强法治宣传教育。今年，内蒙古自

治区总工会深化“尊法守法·携手筑梦”服

务农民工法律服务行动，专项开展“劳动筑

梦 法治相随”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公益法律

服务专项行动，充分发挥工会组织优势和

律师专业特长，有针对性地做好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法律服务工作。创新普法形式，

将职工“乌兰牧骑”与服务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公益法律行动相结合，通过小品、三句

半、以案说法等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农牧民

工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普及法律知识，获

得普遍欢迎，提高了他们的学法热情，逐步

引导他们养成了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

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依法理性表达利

益诉求的习惯。今年以来，全区各级工会

组建了 80支法律服务小分队，抽调了 454
名工会工作者、专业法律工作者深入平台

企业和劳动者，开展普法宣传173场次，服

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1.2万余人。

深入开展劳动法律监督。2021年内

蒙古自治区出台了《内蒙古自治区工会

劳动法律监督条例》，自治区总工会积极

推进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工作。通过“一

函两书”督促用人单位依法合规用工，积

极履行用工责任，保障了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合法权益，减少了违规用工风险和

劳资纠纷。通过平台企业“法律体检”帮

助企业分析劳动用工风险点，结合企业实

际情况开具“处方”，并出具“体检报告”，

监督企业整改落实，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

法律风险的发生，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今年以来，全区各级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组

织深入平台企业 131家，提供劳动用工法

律风险评估 40 件次，有效督促用人单位

依法规范用工。

积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

制。自治区总工会扎实推进“法院+工

会”劳动争议诉调对接机制，在全区 60个

旗县（市区）重点推进劳动争议诉调对接

工作，并列支 60万专项经费，用于调解员

办案补贴。通过开展工会先行调解模

式，线上调解劳动争议案件，在最短的时

间内化解双方矛盾，降低了劳动者的维

权成本，减轻劳动者的维权诉累。目前，

全区 12 个盟市和 60 个旗县建立了诉调

对接工作室，组建了 195人的诉调对接工

作者队伍。今年以来，全区诉调对接工

作室调解劳动争议案件 161件，为包括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内的职工挽回经济损

失 680余万元。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

以法治之光护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筑梦之路

近日，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一起涉

及多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纠纷被

成功解决。小何等 12 位网约车驾驶员

因劳动合同被单方面终止，提请劳动仲

裁后，湖里区工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法

律服务工作站第一时间介入，与企业方

积极沟通，促成双方达成调解。6 月 17
日，该公司一次性支付经济补偿款共66.3
万元。这是福建省“尊法守法·携手筑梦”

公益法律服务行动的一个鲜活案例。

2017年以来，根据全总、司法部、全

国律协联合部署，福建各级工会与司法

行政、律协等部门坚持每年联合开展

“尊法守法·携手筑梦”公益法律服务行

动。2021~2022 年活动期间，全省共组

建 99 个服务分队，325 名志愿服务律

师，开展线上线下普法宣讲 570 场次，

提供法律咨询 1.49 万人次，为 6426 名

职工提供法律援助，帮助追讨工资、补

偿金等 1.26 亿元。同时，为 1022 家民

营企业开展“法治体检”，指导帮助企业

规范劳动用工、开展法律决策咨询 1388
次，开展法律风险诊断评估 510 起，健

全劳动关系矛盾预防化解机制 359项。

福建各级工会重点聚焦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权益，不断创新“尊法守法·

携手筑梦”公益法律服务的形式和机

制，赋予行动新的内涵。省总工会与

人社、司法、交通、市场监管、邮政等部

门以及相关行业协会紧密协作，广泛

发动律师志愿者等社会力量，系统部

署“法治护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专项

行动”，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维权服务

送上系列“礼包”。

——“政策礼包”。2021年以来，省

总工会先后联合人社、市场监管、邮政、

交通等部门出台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权益 15 条措施；就维护外卖送餐员、

快递员、交通运输新业态从业人员等群

体权益保障出台专项政策；出台省总工

会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

益 23 条措施；在修订《福建省实施〈工

会法〉办法》中，切实关照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实际需求。

——“法律礼包”。广泛开展“送法

基层行”，面向 10 万名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赠阅《工会法》；“尊法守法·携手筑

梦”网络有奖竞答活动吸引 108 万人次

参与。同时，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

动权益保障、外卖送餐员权益保障、快

递网点优先参加工伤保险等事项向全

省用人单位发出《福建省工会劳动法律

监督提示函》，其中对外卖平台发出的

“外卖员连续送单超过 4 小时的，系统

应发出疲劳提示，20 分钟内不再派单”

的提醒，相关话题登上微博热搜第二

名，单条阅读数突破 1.3亿。

——“服务礼包”。建设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法律服务工作站 108 家，为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开辟了集咨询、代写文

书和法律援助一体的工会法律服务的

“绿色通道”。

值得关注的是，福建工会借鉴“枫

桥经验”“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的核

心理念，联合司法、人社、法院等部门，

积极探索职工法律服务“园区枫桥”机

制建设，在工业园区集中设置职工法援

室、调解工作室、劳动仲裁庭、劳动法庭

（简称“两室两庭”），提供劳动纠纷“预、

调、裁、诉”一条龙服务，大大提高了调

解成功率和解纷效率，极大地改善了职

工投诉路径复杂、耗时长、诉累高的现

实情况。目前，全省 63 家工业园区参

与申报“园区枫桥”机制建设，基本建成

并投入使用 20家。

福建省总工会

法治护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感谢市总工会，帮助我们追回了拖

欠工资！”某同城供应链配送平台的司机

王兵（化名）激动地说。王兵及其他 8名

工友于 2021 年 8 月入职，后来经营网点

关停，两个月的工资没了着落。无奈之

下，他们找到山东省烟台市总工会设立

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法律服务站，在工

会维权律师帮助下，平台服务企业和服

务外包企业连带支付王兵等 9名职工工

资及经济补偿金 6.6万元。

这是山东开展“尊法守法·携手筑

梦”公益法律服务行动的一个案例。为

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维权服务工作，更好满足其多元化法律

服务需求，根据全总统一部署，山东连续

5 年开展“尊法守法·携手筑梦”公益法

律服务行动。2022 年，全省组建服务队

279支，参与律师 1210名，面向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实地普法宣传 1137 场次，提供

现场法律咨询 2.4万余人次，发放宣传资

料 26.8 万份，代理法律援助案件 749 件，

挽回经济损失 988.64 万元，深入 1223 家

新就业形态企业开展劳动用工“法治体

检”，有力维护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

权益，叫响了“工会法律援助服务在您身

边”法律服务品牌。

山东工会创新普法宣传形式，采取

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面向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宣讲习近平法治思想，宣传《工

会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等与

劳动者权益密切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

和政策。2021 年 10 月，山东省总工会

联合省司法厅、省工商联开展为期 3 个

月的“千名律师进企业”活动，深入包括

新就业形态企业在内的民营企业，开展

普法宣传活动 2955 场次，提供法律咨询

3.3万人次。

与此同时，山东工会开展了“法治

体 检 ”，致 力 于 预 防 化 解 劳 动 争 议 纠

纷。2021 年，山东省出台《山东省工会

劳动法律监督条例》，将劳动用工“法

治体检”工作实践上升为地方立法，为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提供了强有力的法

治支撑。

针对新就业形态企业特别是平台企

业特点和劳动用工矛盾易发多发风险

点，重点围绕企业贯彻落实相关政策、健

全完善相关制度规则和平台算法等方

面，深入企业开展“一对一”劳动用工“法

治体检”，监督企业整改。青岛市即墨区

建设“线上法治体检平台”和“劳动用工

动态智能监测”平台，每季度对 406家代

表企业的劳动关系进行动态监测，全区

受检企业劳动争议案件由 2020 年同期

的 396 件，下降至 2021 年的 103 件，劳动

争议案件数量下降 73.9%。

此外，山东还加强了工会法律援助

机构实体化建设，省市县三级全部建设

高质量的工会法律援助机构，配备法律

服务人员 4081 人。建好用好网上工会

法律服务系统，上线维权律师 529人，职

工通过扫码便可进行法律咨询、申请法

律援助。另外，采取预约服务、上门服务

和延时服务等形式，在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集中的地点设立巡回服务站点，提供

便捷法律服务。

2022 年 5 月，山东省总工会联合省

司法厅开展了为期 1个月的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法律服务月活动，组织律师为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和平台企业提供普法宣

传、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和“法治体检”等

公益法律服务，共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1021 场，提供法律咨询 2.07 万余人次，

代理法律援助案件 577 件，化解劳动关

系方面问题 605个。

山东省总工会

工会法律援助服务就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身边

“公司里有了工会律师服务点，我们

遇到法律问题可以找专业律师解答，这

比自己在网上搜索更加准确、专业。”在

广西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大楼 24层，广西

壮族自治区总工会设立了工会律师服务

点，此举得到了快递小哥们的认可。自治

区总工会多点发力，多维度聚合，精准施

策，全力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

以“法院+工会+人社＋N”为发力点，

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自治区总工会

下拨163万元劳动争议多元化调解工作经

费到各市用于劳动争议调解工作。目前，

全区 14个市和部分县区建立“法院+工

会+N”劳动争议多元化解工作模式，该项

工作被列为自治区党委“为民办实事”重

点项目之一。南宁市兴宁区“法院+工会”

联合调解中心进驻爱心驿站，及时帮助外

卖（快递）小哥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户

外工作者解决工作中遇到的法律困惑。

桂林、贵港、来宾等市总工会联合有关部门

建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联合维权中心，积

极探索维权新模式，高效联动调处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纠纷。2021年至今，全区

工会各类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争议案件

7419件，涉及职工人数11993人，涉案金额

1.9亿元。其中调解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有

关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59件，涉及人数75
人，涉案金额62万元。

——以“法律服务”为发力点，打响

维权工作品牌。自治区总工会下拨 600
多万元工作经费，在全区市、县（区）工会

和工业园区、大型企业工会建立工会法律

服务机构，在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

小哥集中的行业或龙头企业建立法律服

务律师站（点）。目前，全区共有工会法律

服务律师团（站、点）269个，工会律师588
名，同时在广西工会 APP中设立法律维

权模块，为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普及

工会法律知识，打响“一小时法律服务圈”

的品牌。2021年至今，全区工会为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提供法律援助案件 33件，

受益人66人，涉案金额179万元。

——以“法律体检”为发力点，筑牢

“法治防线”。自治区总工会专门拨出

90 多万元，在各市县、工业园区和有关

新就业形态企业建立监测点 245 个，密

切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集中的行业

企业存在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拖欠工

资等倾向性问题，把劳动关系矛盾化解

于萌芽，筑牢防范化解新就业形态劳动

保障权益纠纷的“法治防线”。在 2021
年“法治体检”活动期间，共覆盖企业

394 个，为企业提供劳动用工法律咨询

474 件次，指导帮助企业建立健全劳动

关系矛盾预防化解机制 65件次。

——以“法治宣传”为发力点，提高

法治素养。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司法厅、

广西律师协会持续多年开展“尊法守

法·携手筑梦”法律宣传活动；组织普法

宣传队深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集中的

场所，针对性地宣传《工会法》《保障农

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民法典》相关法律

知识；组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加“庆

五一 学法律 保权益”全区职工线上法

律知识有奖答题活动，引导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增强法律意识，全区共有 29142
名职工参与有奖竞答活动。2021 年至

今，全区工会开展普法活动 1129 场，组

织宣传分队 570 支，工会干部、律师等

法律宣传人员 1985 人，发放普法宣传

资料 51.2 万份，营造尊法、学法、守法、

用法的浓厚氛围，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工会

多点发力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
“我是送快递的，现在单位不承认跟

我有劳动关系，我该怎么办？”快递员小

杨拨通了广东省广州市总工会职工热

线。详细了解情况后，广州市总工会免

费为小杨提供法律援助，委派工会律师

代理争议案件。有了工会“撑腰”，小杨

的诉求获得了法院支持，压在他心里的

石头终于落地。小杨成功维权的案例是

广州工会深入开展“尊法守法·携手筑

梦”公益法律服务行动的一个缩影，充分

展现职工娘家人的责任担当。

广州市总工会认真落实全国总工会

统一部署，以学习宣传贯彻《工会法》为

契机，突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

权益，不断为工会法律服务注入“新”活

力，持续打造“广州样本”，让广大职工

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共享改革发

展成果。

——专业支撑，组建律师团队提供

全方位法律服务。2022年 1月，广州市总

工会成立第四期广州市工会法律服务律

师团，并创新设置产业工人和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权益维护等 6个专业组。依托

工会律师团专业力量，广州市总工会打

造了囊括法律宣传、法律咨询、法律培

训、法律援助、争议调解等“五位一体”的

工会法律服务体系。行动期间，广州市

总工会成立服务分队 11个，组织线上线

下开展《工会法》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

益保障等法律政策宣传 226次，提供法律

咨询 4795人次，发放宣传资料 21497份。

——党建引领，打造旗舰平台拓展

全领域法律服务。广州市总工会强化党

建引领，与市司法局、市律协联动，在广

州工会法律服务中心创新建立“两站一

岗”法律服务旗舰平台，即市法律援助服

务示范工作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法律

援助工作站和党员律师法律服务示范

岗，由劳模律师、党员律师为劳动者提供

劳动、民事、商事、刑事、行政等全领域法

律咨询和援助服务，有效缓解了快递员、

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确认劳

动关系、追索报酬和职业伤害赔偿等维

权难题。行动期间，共开展“法治护航”

“女职工维权服务月”“暖新”法律服务、

劳动用工法律风险“体检”等专项行动

22 场，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法律援

助服务 258件。

——多点发力，个性化精准化保障全

天候法律服务。为契合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工作时间灵活、法律需求多样等特点，

广州市总工会充分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为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 7×24小时线上法

律咨询，同时在市总工会微信公众号、“广

州工会”APP开设“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权益”专栏，制作普法推文、微视频，擦

亮“小员爱学法”网上普法品牌，微视频荣

获全省普法新媒体精品优秀奖。

广州市总工会还联合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推动成立全国首家新业态劳

动者权益监测服务保障中心，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只需用手机扫码即可登记求

助，今年来已跟踪解决诉求 61宗。广州

市总工会联合广州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

热线开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专场法律咨

询服务活动，健全完善“劳动仲裁+工

会”“法院+工会”劳动争议三方联调、诉

调对接工作机制，指导区总工会在区法

院挂牌设立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多元化

解工作站，指导成立“普法骑士”志愿服

务队等，创新推进维护产业工人合法权

益工作。

广州市总工会

注入“新”活力 展现“新”担当

成都市总工会

多措并举为公益法律服务行动提质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