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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

准，厦门市最低工资标准由

2012年的1200元/人/月提高

到 2022 年的 2030 元/人/月，

居全省首位。
以往，申请劳动争议调解

仲裁，通常需要到线下的市人

社局信访投诉中心窗口。现

在，群众有了更多选择，不仅可

以通过线上渠道提出申请，还

可通过线下基层劳动争议调解

组织、线上“云平台”等渠道进

行劳动争议调解。

“多亏了调解人员，帮助我

通过线上平台完成远程在线调

解和调解协议仲裁审查，不用

出门就解决了劳动争议，太方

便了！”今年7月11日，蔡先生通

过线上平台，解决了劳动争议。

原来此前，蔡先生到市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申请劳动仲

裁，要求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

同经济补偿5万余元。在征得

蔡先生同意后，市仲裁委委托

市总工会驻市仲裁委调解工作

站对该案先行调解。经调解，

双方当事人自愿就补偿争议达

成一致。

后来，因为双方当事人所

在城市突发疫情，无法到现场

签订调解协议，市仲裁委和调

解工作站积极探索新模式，充

分运用互联网技术，完成远程

线上调解和调解协议签署等工

作。前后共计用时30分钟，双

方实现“云端”握手言和，大大

节约了纠纷解决成本。

安“薪”在厦 劳动关系更和谐
十年来，市人社局以点带面做好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

晨报记者蔡惜雯

劳动关系和谐与否，关系

着广大职工和用人单位的切身

利益，也关系着社会的和谐

稳定。

党的十八大以来，厦门市

人社局着力开展“1118”和谐劳

动关系示范工程建设，推进基

层调解组织建设，探索“立体

式”欠薪治理模式……以点带

面做好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

作，劳动关系长期总体和谐

稳定。

十几天帮劳动者追回工资
“我做了一面锦旗，想要送

给你们。”4个月前，劳动者杨某

和妻子带着制作好的锦旗来到

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将锦旗递

到监察员手里，感谢监察员为自

己追回9000多元工资。

今年5月，杨某和两位同事

到厦门某地产项目安装水电，

由于各种原因，公司迟迟未给

三人发放工资，光是杨某本人

就被拖欠了9545元。三人合

计了一下，在5月19日拨通了

“12345”热线进行投诉。

收到这一欠薪投诉线索

后，监察员马上通过各种渠道，

与工程项目负责人取得联系，

核实情况以后，责令相关单位

支付杨某等三人工资。很快，

杨某和同事们得到了单位支付

拖欠工资的承诺。5月31日，

杨某和同事们收到了被拖欠的

工资，并与单位签订了工资结

清承诺书。

“多亏了你们，我们才能这

么快拿到工资！”杨某和妻子向

监察员连连致谢。能帮劳动者

解决问题，主办监察员也很高

兴，笑着说:“这是我们应该做

的，也谢谢你们对我们工作的

肯定。”

在“家门口”解决劳动争议
“我住在街尾、工作在街

头，在街中间处理好了和公司

的纠纷，好方便！”今年4月，经

过半天的调解，劳动者肖女士

走出湖里区江头街道劳动人事

争议调解中心，心中阴霾一扫

而空。

2019年，肖女士在家附近

一家培训机构找到了工作，不

仅上班可以就近，薪资上也挺

满意。不料，今年3月，这家机

构经营出现了一些问题，于是

肖女士和该机构协商，决定解

除劳动关系。但由于肖女士的

课时费无法及时结清，双方协

商陷入了窘境。僵持之下，肖

女士通过线上渠道，申请了劳

动争议调解。

江头街道劳动人事争议调

解中心收到调解申请后，立即

与肖女士取得了联系。沟通

中，肖女士发现，调解中心就在

“家门口”，“既然这么近，不如

就面对面谈一谈”。

调解当天，肖女士和机构

负责人都来到调解中心，在工

作人员的引导和沟通之下，机

构主动结清了肖女士的课时

费。肖女士也解开了心结，同

意了机构提出的解决方案。

“一趟不用跑”化解纠纷

十年之变●建立健全欠薪“零容忍”制度体系
十年来，市人社局以建立

健全欠薪“零容忍”的制度体

系、监管有效的工作格局、惩处

有力的执法机制为目标，综合

运用行政、司法、信用和社会监

督手段，依法查处各类欠薪违

法行为，营造“不敢欠、不能欠、

不愿欠”的社会氛围。

市人社局将工程建设领域

作为根治欠薪工作的重点，全面

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各项

长效制度，从源头上解决农民工

工资“钱哪来”“钱放哪”“钱谁发”

“发给谁”等问题，坚持源头治理，

规范工资支付行为。

为了让群众安“薪”无忧，市

人社局通过党建引领，加强友邻

共建，以成立一支党员突击队、

建立一套工作指南、创建一批示

范项目、畅通一条维权渠道、研

发一个预警系统的“五个一”工

作法和强化工程项目“点”支撑，

畅通平台网络“线”连接，突出部

门多层“面”联动、“点、线、面”结

合的“立体式”欠薪治理模式，推

进根治欠薪工作深入开展。

经过共同努力，厦门市根

治欠薪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立

案查处的欠薪案件、涉及金额、

涉及人数逐年下降，其中查处

欠薪案件涉及金额从 2012 年

1.18亿元降至2021年680万元，

劳动关系长期总体和谐稳定。

●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至2030元/人/月

●推进“互联网+调解仲裁”服务
率先全省开发“劳动关系

调节数字云”，荣获2021全国政

法智能化建设智慧司法创新案

例，并作为模板改造升级为全

省系统部署运行。大力推进数

字仲裁庭、智能仲裁院建设。

●推进基层调解组织建设

按照“预防为主、基层为主、

调解为主”的工作方针，推进基

层调解组织建设，指导基层调解

组织完善受理登记、调解处理、

回访反馈等各项工作制度，加强

工作规范，提高调解效能，力争

将简单争议案件化解在基层。

2015年，在全市各区推广

湖里区殿前和江头街道仲裁派

驻庭工作模式，推动仲裁机构

与街（镇）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

协同办案，实行调解仲裁“一窗

式申请、一站式受理、一体化办

案”模式；2017年制定《厦门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推

进驻镇、街劳动人事争议派驻

庭或调解点建设的工作方案》，

进一步将调解工作重心下移，

将争议化解在萌芽阶段，2020

年底完成了全市38个街镇13个

派驻庭和28个调解点建设。

市人社局坚持源头治理，

规范工资支付行为。

群众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可到

线下的市人社局信访投诉中心窗口。

开展“1118”和谐劳动关系

示范工程建设，各区确定至少

一个街（镇）、一个社区、一条商

业街（楼宇）和8家小微企业作

为和谐劳动关系创建示范点，

通过以点带面、典型示范，全面

提升职工劳动保障权益“五

率”，为经济转型发展构建更加

和谐的劳动关系和社会环境。

“1118”和谐劳动关系示范工程

建设模式写入省委、省政府文

件，并向全省推广。

十 年 来 ，全 市 共 确 定

“1118”工程各级示范点296个，

评选认定 6 个国家级、73 个省

级、277个市级劳动关系和谐单

位及2个“福建省和谐劳动关系

示范区”。

●“1118”和谐劳动关系示范工程建设模式全省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