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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们这样的涉外企业，过去要
进行注册或事项变更，例如扩大经营
范围等，首先要到商务部门进行前置
审批，然后再到工商部门进行登记，之
后还要到税务等部门进行登记。跑好
几个部门，又繁琐又浪费时间。现在，
企业只要跑一趟，把材料送进一个窗
口就可以了。所有过去需要跑路的
事，都在后台合成，大大方便了企业，
为我们带来了实惠。”

1 月 15 日，在上海自贸区综合服
务大厅里，上海康信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总经理刘新民告诉记者，这次他只
用了 10 天时间就完成了变更手续，拿
到了新的营业执照，“过去，至少需要
1个月！”

与自贸区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创
新政府管理方式、深化行政管理体制
改革的精神相契合，工商部门积极推
动自贸区试点工商登记制度改革，降
低市场准入门槛、改革登记注册方式、
简化登记注册流程。其中，设立“一口
受理”受到企业普遍欢迎。

所谓“一口受理”，是指由工商部
门统一接收自贸区管委会、工商、质
监、税务等部门的申请资料，通过部门
间流转完成审批或备案流程，再由工
商部门统一向申请人发放各类文书或
证照。打个形象的比喻，“一口受理”
将过去原本“串联”的各部门流程变为

“并联”，大大提升了行政效能。
更重要的是，“一口受理”工作机

制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树立了样
板、积累了经验——全程公开透明，明
确了各部门的职责和办理时限，并对
材料的收取、补正等环节予以公示；拒
绝推诿扯皮，有效解决了各部门间口
径不一等问题，并有利于及时沟通解
决工作中发现的问题。

根据安排，工商登记改革将从今
年 3 月 1 日起在全国推开。目前，工
商部门正在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政
策法规、岗位技能、工作流程等调整与
培训。而此前，在上海、广东深圳、东
莞等地进行的试点中，“一口受理”工
作机制收到了良好成效，为推进改革
和简政放权积累了可以复制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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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春节,一向熙熙攘攘的北京市海
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立案大厅越发

“热闹”，堪比商场。
1 月 13 日早上 8 点半，大厅刚开门，30

多人就喊叫着拥了进来。“你们得帮我们要
工资，要是你们管不了，我们就到市政府上
访去！”情绪激动的人群七嘴八舌，300 多
平方米的大厅里顿时嘈杂一片。

“大家先冷静下来。该我们管的，我们
一定管到底。”当班的接待人员一边安抚
着，一边把大家集中到大厅的一角。随后，
又将 2位代表请到接待室询问详细情况。

原来，是中关村的一家软件技术公司
因股东纠纷和经营困难，欠了这些职工 4
个月工资。

“请大家放心，我们一定尽快给大家一
个圆满的处理结果。”仲裁院的几位领导给
了职工代表明确的答复，并开启集体争议

“绿色通道”，当天就办理了 30 多位职工的
立案手续。第二天，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向欠薪单位寄送了《应诉通知》、《出

庭通知》等法律文书。
“1 月 22 日开庭。”海淀区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院副院长勾巍伟告诉记者，“我们安
排仲裁员集体加班，如果顺利，争取把裁决
结果 24日送达给双方”。

作为北京市首家对社会启用的仲裁
院，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自 2011 年
成立以来，平均每年受理劳动人事争议案
件 1 万余件，占全市劳动争议案件数量的
六分之一，结案率逾 98%，每年为劳动者挽
回经济损失上亿元。

“处处是窗口，人人是形象。”这是海淀
仲裁院对全院 70 余位仲裁员、书记员的要
求。几乎每个走进立案大厅的人，都揣着
一肚子的委屈。稍不留意，一句话就可能
点燃他们心中的怒火。所以，从早上 8 点
半到下午 18 点，接待人员要保持热情、周
到、耐心的服务态度。

为方便办事当事人休息，仲裁院还在
立案大厅的等候区设置了沙发、茶几、报
架、花卉、饮水机等。

勾巍伟坦言，工作中最棘手的问题是
劳动者在仲裁立案后，总是希望仲裁机构
能够立即作出裁决，特别是涉及工资的案
件，劳动者的反应更加激烈。但是,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的程序要经过送达、开庭、
裁决一系列法定程序,它的法定时限是
45 日，案情复杂的经批准最长延期不得
超过 15 日。不仅如此，在仲裁机构作出
裁决后，如果一方拒不执行的话，劳动者
还要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从而进一步增
加了劳动者维权的时间。

“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只能在尽可能
缩短自身程序时间的基础上，尽力做好法
律的解释工作。”勾巍伟希望劳动者在遇
到被拖欠工资时，要尽早、尽快选择维权，
不要等被拖欠了三四个月甚至半年以后
才开始讨薪。“因为无论是通过劳动监察、
还是劳动仲裁进行维权，都需要一定的程
序和时间。”同时,他也希望讨薪群众在维
权过程中一定要选择法律途径，理性进行
维权。

北京海淀：理性维权不拖延
本报记者 苏 琳

山西：

拿不到工资找工会

中国人常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可真要是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到了过年的

时候却只能揣着欠条、空着手回家，估计

谁也接受不了。所以，每到春节前夕，全

国各地都会掀起一阵“讨薪”的小高潮。

问题是，工资月月都要发，“运动式讨

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长远来看，必须

要建立一套防范欠薪的机制。

用工企业欠薪的理由有很多，但归根

结底不外乎两条，一是真没钱，二是不想

给。所以，这套防欠薪机制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应该在保证用工企业有发工资的钱，

保证这笔钱必须用到劳动者的工资上，也

保证用工企业按时发放工资。在这一点

上，重庆市黔江区的项目保障金制度作出

了有益尝试。

同时，政府各部门还应建立联动机

制，加大对恶意欠薪的惩处力度，让讨薪

工作进展更加顺利。例如北京市海淀区

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山西总工会的维权

快车等，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不能只靠“运动式讨薪”
若 瑜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1 月 14 日发出通知，

要求所属的 26 万个机构、近 30 万个窗口、105 万

人员开展改进作风专项行动，努力使办事的群众

少排一次队，少等一分钟，少跑一回路。这是好

事情。但是这几天，我们的记者暗访发现，有的

服务窗口情况还不错，但也有不少窗口存在着人

员不到岗、回话态度差等诸多问题。

过去有句话，说有的政府部门“门难进、脸难

看”。现在门倒是好进一些了，脸色却没有太多

好转。有人辩解，每天面对那么多来办理事情的

人，嘴都说干了，脾气急点儿也正常。这话不

对。要说办事情的人多，去银行的人哪天不是成

百上千，银行柜台的业务员怎么少见不上岗、头

也不抬甩脸子的呢？曾经问过在银行工作的亲

戚，为什么现在的服务比以前好多了？答复说领

导盯得严，弄不好就要扣工资的。看看，还是得

有监管措施。

当然了，银行业务员的态度是有改善，但绝

没有到令人非常满意的程度，至少比海底捞差得

远。在这个以服务著称的火锅店，不光是上菜的

小姑娘热情洋溢，连擦桌子的小伙子都手上有

劲、脸上带笑。如此干劲十足，据说是因为海底

捞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上

升空间。用马斯洛的理论来说，满足了他们“自

我实现的需要”。

同是服务窗口，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也许

是因为政府部门的服务窗口，仅此一家，别无分

店，要办事的人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都得来这

里，不来还不行；银行窗口，虽然大都是必须得

去，但惹急了，储户们也可以带着存款换家银行，

大不了就是折腾一点；餐饮行业嘛，哪里不能吃

饭，这家服务不好，下次就不去了，不光自己不

去，还会劝身边的人都别去了。可以说，服务人

员“脸难看”的指数，跟服务对象“改换门庭”的成

本成正比。

政府部门提供的是公共服务，工作人员拿的

是纳税人的钱，不能由着性子来。门难进、脸难

看，必须改。往根儿上说，要激发工作人员为人

民服务的幸福感，创造愉快工作的动力。从技术

层面上看，建议引入服务窗口常用的评价机器，

有“满意”、“一般”、“不满意”等选项。群众办完

事，对办事人员提供的服务作出评价，一按即可，

也不麻烦。主管部门后台记录，定期统计，谁态

度好，态度不好，一目了然。然后该奖的奖，该罚

的罚，效果不说立竿见影，至少也会有所触动。

说实话，去政府部门办事的人，只要能客客气气、

顺顺利利地办理完业务，就知足了。群众的这点

儿要求不高，政府部门想满足，就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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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3 日，农民工李理发（右一）签订领取被某

建筑公司拖欠工资协议。为遏制拖欠农民工工资

行为，福建省霞浦县建立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制

度。截至 2013 年 12 月，共为 653 名农民工追回工

资 514.5万元。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本版编辑 佘 颖

1 月 19 日上午 10 点 20 分，记者来到中国建设银行北
京东单支行，在该银行的自助挂号机上，用自己的建行银
行卡挂号。在输入银行卡密码后，按照流程提示，输入联
系电话便进入预约界面，选择科室，再选择就诊日期和出
诊医生，点击确认，不到 2 分钟时间，记者便顺利预约到了
1月 21日协和医院皮肤科的主治医师号。

“目前，在北京市 1350 多个银行网点的 3400 多台终
端服务机上，患者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自助预约北京协
和医院门诊号源。”协和医院总会计师向炎珍介绍，北京协
和医院已经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等合作，开通
自助挂号服务，可预约当天和未来一周门诊号源。患者持
自助终端预约挂号凭条可直接就诊，无须再去窗口取票。

“这相当于增加了 3400 多个院外挂号窗口，患者可以选择
离家最近的银行网点预约，不仅缓解了窗口挂号的压力，
还缩短了挂号等候时间。”向炎珍说。记者几次走访协和
医院看到，门诊挂号窗口只有少数 114 平台换号和加号患
者，过去的“排队大军”已经几乎不见。

实施银行卡挂号是协和医院为减少患者挂号排长
队、缓解看病难现象推出的重要举措。不仅是协和医院，
在看病格外难的北京地区，友谊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同
仁医院等大型医疗机构，纷纷通过推广“京医通”项目，实
施现场预约、医生诊间预约、社区转诊预约和复诊预约等
多种预约诊疗服务，解决患者就医困难问题。

北京市医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前 11个月，三

级医院投放可预约号源累计约 3970.2 万个，占全部号源
的 82.3%。截至目前，北京市共有 146 家（其中三级医院
66 家，二级医院 80 家）医院接入平台提供预约挂号服务。
百姓对北京市推行预约挂号政策的知晓率为 100%，使用
统一平台的总体满意度为 90.0%。

不过，通过改善窗口服务等方式可以缓解看病难现
象，不可能彻底根治。“根据目前就医现状来看，老百姓就
医需求是刚性的，挂号难一定时期还会存在。解决看病
难，从医院管理角度看要提高服务效率，弹性排班增加专
家出诊次数；从患者角度看要改变就诊习惯，常见病在当
地、社区就诊，到大城市大医院看病，要采取预约方式，形
成分级诊疗模式。”北京市医管局局长封国生表示。

重庆黔江：

农民工工资有保障
本报讯 记者刘存瑞 李哲报道：针

对农民工讨薪问题，山西省总工会近日出
台新的举措：当有明确单位、正式合同的农
民工难以追回工资时，各级工会将按合同
金额的 70%垫付，保证农民工安心过年。

据悉，山西省总工会要求各级工会以
困难职工帮扶中心为依托，开辟维权快车
道，在农民工集中地建立流动维权服务站，
组织专家队伍，举办现场接访或清欠援助
专场活动。县级以上工会组织都将设立专
门的投诉举报接待室，设立公开举报电话，
建立日常值班制度和重大节日 24 小时值
班制度，建立欠薪周报告制度，做到农民工
上门有接待、电话有接听、处理有结果、权
益有保障。对于拖欠工资或者欠薪逃匿的
企业，由工会组织代表农民工向欠薪单位
追讨。

本报讯 记者冉瑞成、通讯员刘广滨

报道：春节将至，重庆市黔江区采取 4 项举
措保证农民工领到工资：一是将农民工工
资纳入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给予保障，对招
商引资企业出现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直接
从招商引资政策中先调拨支付。二是将农
民工工资纳入项目开工建设的先决条件，
今年累计缴存保证金项目 30 个共 533 余
万元，22 个项目工程验收后无拖欠，并按
程序退还 300 余万元。同时，施工单位每
次 拨 款 须 预 留 10% 的 农 民 工 工 资 保 证
金。三是建立农民工工资清欠工作联席会
议制度，定期指导企业规范劳动用工管理、
农民工工资支付表册按月公示制度等，并
与企业诚信档案挂钩。四是试点推行“农
民工工资卡”直接支付制度，由业主方直接
打卡到农民工账上。

1 月 8 日，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王皮溜

镇小谷庄行政村村民许玉钦在数着刚领到

的被拖欠的工资。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辛苦了一年，等到的不是年

终奖金，而是工资欠条。劳动者

们不禁要问——

编 辑 点 评

我的工资找谁要？我的工资找谁要我的工资找谁要？？

本报讯 记者吴佳佳报道:新探健康发展研
究中心近日发布实验结果显示，室内外空气中的
PM2.5 有关联性，这意味着门窗关不住室外空气
中细小颗粒物的“入侵”。而且，如果有人在门窗
紧闭的房间里吸 4 支烟，只需 1 小时，室内空气中
PM2.5含量就会增加 10倍。

“很多人对室外环境的雾霾心有余悸，外出戴
口罩，减少户外活动，购买各种空气净化器⋯⋯却
对室内二手烟产生的 PM2.5 甚至更小粒子的烟
霾掉以轻心。”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宜
群介绍，现场实验表明，即使是低焦油的卷烟，只
要燃烧，室内空气就会受到烟草烟雾的污染，因此
100%无烟环境的建立是消除室内烟霾、保护大众
健康的重要手段。

门窗关不住PM2.5

为农民工兄弟讨薪

春运期间，苏州汽车客运北站推

出“小小便利条”服务，将平时旅客咨

询较多的信息汇总制成便利条，旅客

可免费领取。

杭兴微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