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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张鑫惠蔡惜雯

市、区两级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权益保障服务中心提供线下

“一站式”服务，基层劳动争议调

解组织帮助化解劳资纠纷，线上

举报平台开通了“云调解”功能

……厦门市畅通维权渠道，助力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高效维权。

18条举措
维护劳动者权益

为了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

厦门放心工作、舒心生活，厦门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新就业形态的

规范发展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

权益保障，探索建立具有厦门特

色和创新意义的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权益保障工作模式。

今年7月21日，厦门市委办、

市府办印发了《厦门市做好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若干

措施》，推出18项措施，包括强化

权益服务保障、提升公共服务水

平、引导督促企业规范管理、加强

法治保障四个方面，进一步维护

厦门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

2023年9月，厦门市成立全

省首家实体化、一站式的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服务中心。

权益保障中心由厦门市人社局牵

头，由市总工会、市司法局等27

个民生服务行业主管（监管）部门

和职能部门共同参与建设。

厦门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自厦门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权益保障服务中心成立以来，已

经通过线上为主、线下为辅的模

式，向广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

供维权服务，截至今年6月底已

受理案件714件。

厦门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

益保障服务信息系统也在进一步

优化中，平台建成后可实现权益

保障、公共服务、监测预警和决策

分析支持的一体化管理。“平台还

具备‘云调解’功能。”该系统负责

人黄健介绍，系统将进一步归集

新就业形态用工管理及劳动者权

益保障相关的线上线下业务及公

共服务内容，让服务保障工作全

部在“一张网”上运行。通过该系

统，可监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

权益保障情况，为政策制定提供

数据支持和决策参考。

创新机制
提供全链条服务

“我们的服务基地既可以帮

劳动者维护权益，还可以帮助他

们就业。”湖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院院长傅戎介绍，2022年，湖

里区人社局协同区法院、区总工

会、区司法局等部门，在全省县区

一级率先出台《湖里区维护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工作

措施》，并延伸制定《厦门市湖里

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服

务基地工作方案》作为配套机

制。目前，湖里区搭建的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服务基地，

提供就业推荐、职业技能培训、职

业化发展规划、劳动权益保障等

全链条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湖里区通过

建立“一基地、多协同、共服务”的

仲裁员、调解员、工会干部、法律

援助律师驻点协同模式，帮助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高效维权。基地

发挥着信息枢纽的作用，窗口工

作人员收到维权诉求以后，需要

迅速、准确地判断案件情况，并在

相关系统内填写表单，运用信息

化手段将诉求流转到相应部门或

调解组织进一步处理。

“新就业形态用工形式是多

样化的，法律关系也更加复杂。”

傅戎说，案件分流和多部门之间

的协同合作，可以让纠纷以更合

理、更科学的方式得到化解。据

了解，自基地运行以来，已接收到

新就业形态劳资纠纷案件约350

件，其中70%案件可通过多部门

协同调解达成和解。而在调解成

功的纠纷中，有一半实现一天内

化解。目前，湖里区在全区企业、

园区、行业协会中组建了基层劳

动争议调解组织309家，并与当

地公安、市场监管、邮政等部门打

通了数据共享渠道，动态掌握企

业用工情况。

晨报讯（记者 王温萍）8月2

日，赛迪顾问城市经济研究中心

发布《2024年中国城区经济高质

量发展研究报告》以及“2024赛

迪百强区”榜单，厦门市思明区

和湖里区上榜，分别位列榜单第

25名、第54名。

记者了解到，2024年中国城

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延续“双

门槛”评价原则，即地区生产总

值超800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超20亿元，采用23个指标构

建评价指标体系，从经济实力、

增长动力、内生支撑、区域能级

和共享发展5个方面进行综合评

价。

结果显示，经济资源和社会

效益在百强区中的集聚态势愈

加明显，2024百强区用0.6%的

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 17.4%的

GDP；百强区“东强西弱，南强北

弱”的不平衡分布格局持续缓

解，中部城区表现亮眼；“千亿城

区”加速扩容，“一千亿”、“两千

亿”和“三千亿”城区分别增至

156个、40个和15个。

晨报讯（记者 叶子申）厦门

持续加快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

建设，着力构建完善多主体供

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

房制度。记者从厦门市住建局

获悉，目前，我市共有租赁住房

企业137家，专业化规模化企业

30家，其中国企26家。非国有

企业参与建设运营 2.59 万套

（间），引入社会资本超过50亿

元。

近年来，厦门加大对国有住

房租赁企业培育扶持，重点培育

安居叩叩公寓、象屿屿果公寓、

建信住房等15家国有住房租赁

企业，促进“职住平衡”。安居叩

叩公寓是厦门安居集团打造的

首个长租公寓品牌，目前在厦门

已实现六大行政区域全覆盖。

屿果公寓是象屿商发旗下的重

要业务板块，在厦门已经有数千

套房源投入运营。

此外，厦门还吸引了龙湖冠

寓、万科泊寓、魔方公寓等一批

全国知名品牌入驻，推动联发尔

寓、优望公寓等本土房地产关联

企业向住房租赁企业转型升级，

培育形成专业化、规模化、机构

化住房租赁企业。

为有效筹集房源，厦门按照

“新建、改建、盘活”3种渠道，形

成新供应国有土地建设、存量非

住宅改建、利用农村集体发展用

地、产业园区配套用地、企事业

单位自有土地新建、市政公建项

目综合配建和闲置住宅项目房

源盘活等7类房源筹集渠道。

按照《厦门市“十四五”保障

性住房建设规划》，厦门计划新

增保障性租赁住房 15 万套

（间），超过新增住房供应总量的

40%，有效保障新市民、青年人

住有所居。截至目前，我市新增

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183个项

目、12.4万套（间）。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

定》指出，优化创业促进就业政策环境，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

据不完全统计，厦门目前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超32万人。其中，配送和快递行业（骑手）约10.6

万人、出行网约车人员约15.4万人、家政服务人员约4.8万人。

本报今起推出系列报道，聚焦厦门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中的新做法、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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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助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高效维权

畅通渠道 为劳动者护航

我市现有租赁住房企业137家2024中国百强区
思明湖里上榜

行业协会助力
劳资纠纷化解
“快递员碰上薪资、福利、劳

动合同方面的纠纷，可以到我们

这里来求助。”市快递行业协会

秘书长朱毅福说，去年5月8日，

市快递行业协会在市邮政管理

局、市司法局指导下，成立了厦

门市邮政快递业劳动争议调解

中心，由大成律师事务所提供法

律支持。除了化解用人单位和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之间的劳资

纠纷以外，调解中心还为新业态

劳动者提供相应的法律援助。

截至目前，调解中心已为快

递员提供法律援助 15 次，为约

160 人次提供法律咨询等服务，

帮助调解相关纠纷案件5件。

工作人员通过厦门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服务信息系统开展“云调解”。实习生肖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