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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职伤”已有886万人参保

今年 6 月，北京一条街道旁的
大树被风刮倒，正在送餐途中的外
卖员刘宇在驾驶电动车经过时摔
倒，导致手部、腿部受伤，上报美团
平台后，平台客服协助他提交了职
业伤害保障理赔申请。

“一开始我觉得自己又没交过
保费，怕费半天劲报销不了。”刘
宇说，没想到几周后，就收到了职
业伤害医疗费报销 2000 余元，工
作人员还向他电话询问了受伤情
况 以 及 是 否 需 要 进 行 劳 动能力
鉴定。

记者了解到，与传统工伤保险
不同，职业伤害保障由平台企业直
接缴费，采取按单计费、按月订单
量申报缴费方式，既不以存在劳动
关系为前提，也不以工资总额为缴
费基数。

试点两年来，“新职伤”推动应
保尽保，取得了积极进展。截至 6
月底，上海市已累计将 7家试点平
台企业的 113.09 万名新就业形态
就业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四川省职
业伤害保障累计参保 131.95 万人，
待遇支付共计 1.22 亿元；北京市参
保人数已达89.96万人……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
示，截至6月底，7个试点省市累计
参 保 新 就 业 形 态 就 业 人 员 886

万人。
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

教授余飞跃表示，新就业形态从业
者在工作中出现交通事故受伤等
职业伤害的风险较大且风险承受
能力较弱，“新职伤”试点的实施，
有助于填补“保障缺失”的空白，让
他们得到及时的救治和经济补偿，
减轻从业者的经济负担。

多举措打通服务痛点堵点

记者采访发现，为打通职业伤
害保障服务痛点堵点，各地借鉴、
对标工伤保险制度基本框架，在打
通服务堵点、职业伤害认定、经办
时效、待遇支付等方面进行创新
探索。

——打通服务堵点，提高理赔
效率。

记者了解到，四川、上海、北京
等地探索引入商业保险机构参与
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
遇给付等业务环节，建立起“人社、
商保、平台企业”三方沟通协作机
制，更高效地开展职业伤害保障相
关业务办理。

“在此基础上，成都推行快认快
支模式，对事实清楚、资料齐全、不
涉及劳动能力鉴定的‘小伤快认’
案件，截至6月底已办理756起，平
均确认时效 2.63 天。”成都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保险处处

长郑兴全说。
——建立适应平台跨区经营的

信息服务系统。
记者调研发现，在依托职业伤

害保障全国信息平台归集汇总数
据的基础上，一些试点省市建立了
集中信息系统。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上海通过“全国
一体申报、本市串联处理、信息集
成共享”的方式，将职业伤害保障
相关业务事项进行整合，对一次性
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
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

“快递、外卖等行业从业者具有
灵活、弹性、共享的特点，‘新职伤’
通过‘总对总’自上而下的信息系
统搭建，实现了试点范围内平台从
业人员、接单信息等数据跨部门、
跨层级、跨区域及时流转。”郑兴
全说。

——探索更合理的职业伤害认
定经办机制。

北京市形成“三合一”经办机
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
定、待遇核定支付“三件事”合并为
待遇给付申请“一件事”，在伤害事
故发生后，劳动者原来需要提交三
次申请变为仅需提交一次，后续可
获得全流程业务办理指引。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相关负责人说，从试点进展情况来

看，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有利于分散
平台企业经营风险，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权益保障水平明显提高，特别是对
重大伤亡的保障，凸显社会保障制度
的兜底性。

推动多方共筑职业安全“防护网”

来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消息
显示，下一步将探索扩大新就业形态
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多位
受访专家和业内人士表示，尽管各地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总体情况平稳有
序，但推进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
伤害保障仍需多方发力。

一是有序推进试点，探索将更多
平台企业纳入范围。余飞跃表示，目
前仅将四大行业七家平台企业纳入
试点，制度覆盖面相对有限，建议
根据试点经验修订之后，按“一项
制度保全面”的思路，在工伤保险
制度难以覆盖的新业态就业群体中
全面实施，以解决制度保障“不完
全”问题。

二是探索建立更科学的职业伤害
认定体系。相较于传统就业形态劳
动者，新业态从业者面临着不同的职
业风险，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均有新
的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
院副教授乔庆梅说：“今后需要建立
更科学的认定范围、方式等，以便更
准确地识别这一群体的职业风险，保
障从业者的相关权益。”

三是为从业者提供更全面的保
障。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
究员王天玉表示，要鼓励平台企业
购买补充商业保险，与职业伤害保
障形成互补，为新就业形态就业人
员提供更全面的保障。同时，平台
企业应加强开展职业伤害预防工
作，增强职业伤害预防观念，持续
完善安全防护措施，多方共筑职业
安全“防护网”。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进 展 如 何 效 果 怎 样 ？
——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情况调查

新华社记者 陈旭 李倩薇 周蕊

新华社北京8月 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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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
合理降低制造业综合成本和税费负担。”这是从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的战略高度，对推
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作出
的重要制度安排。其重要性紧迫性可以从两个
方面理解。

第一，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一个国
家实现现代化和成为经济强国的基础。保持制
造业合理比重，就是要将制造业增加值在国内
生产总值中的占比维持在一个合理区间，为国
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基础性、全方位支
撑。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是指促进劳动、
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有效
向制造业聚集，促进制造业保持合理比重。制
造业综合成本是制造业投入的总成本，既包括
显性成本如税费负担、物流成本、要素成本等，
也包括隐性成本如法治环境、营商环境等。从
世界经济发展史看，英国、美国、德国、日本能够
先后成为经济大国强国，无一不是因为大力发
展制造业。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后，英国、美国制
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较快，产业
空心化问题凸显，直到近年来美国等开始重视
解决这一问题，加大力度吸引制造业回流本
土。而德国、日本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
比重则长期稳定在20%以上，制造业一直是其
参与国际竞争的“杀手锏”。

第二，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新形势新挑
战。长期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制造业发展，我国
制造业已覆盖 31个制造业大类、179个中类、
609个小类，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30%，500多
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产品产量
位居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出口连续15年保持全
球第一。制造业不仅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
也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立于不败之地的底气
和本钱。同时要看到，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比重由2016年的 28.1%下降至 2020
年的 26.3%，到 2023 年为 26.2%，2013 年至
2022年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占全部城镇
单位就业人员的比重也下降了近7个百分点。
制造业稳定投入机制不健全、综合成本高是制
约制造业保持合理比重的重要因素，主要有金
融支持不足，税费负担偏重，产业人才有缺口，
制造业同房地产、金融等行业的成本收益关系
不合理，资源要素存在“脱实向虚”的倾向等。此外，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分
工中总体上仍处于价值链中低端，在一些重要细分领域存在短板，关键核心技
术存在“卡脖子”问题。我国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既重要而紧迫，又有很大潜
力和空间。

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合理降低制造业综合成本和税费负
担，重点要有效解决体制机制堵点卡点。一是强化要素保障。推进制造业人
才供给结构改革，优化制造业人才激励机制，打造高技能人才队伍。建立金融
服务实体经济激励约束机制，激励金融机构扩大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信贷规
模。积极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等直接融资工具。完善要素
市场制度和规则，加快健全数据要素治理制度。健全完善碳排放权、用能权、
用水权等交易机制。二是降低综合成本和税费负担。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
化税制结构，完善消费税制，推进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发挥好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技术转让税收优惠等政策作用。进一步清理各种不合理收
费。建立高效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知识产权审查制度，研究制
定适应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新领域新赛道发展需要的知识产权保
护制度。三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
上。大力弘扬工匠精神、企业家精神。建立健全与企业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
协调解决企业面临的问题。积极营造干事创业的社会环境，鼓励和引导企业
坚守实业、做强主业、做精专业，打造中国品牌，建成百年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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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月 16日电（记者
赵文君）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登记
在册个体工商户达到1.25亿户，占经
营主体总量的66.9%。

这是记者16日从国新办举行的
“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的。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
蒲淳介绍，市场监管总局正在研究制
定《个体工商户促进发展和规范登记
管理规定》，明确市场监管部门促进个
体工商户发展的重点举措，解决“个转
企”登记、经营权继承、市场退出等重
点难点问题，更好支持个体工商户长
远发展。今年将建成全国“个体工商
户名录”，让个体工商户的“家底”更
加清晰、帮扶措施更加精准有效。

近年来，市场监管部门建立完善
经营主体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部
署促进民营企业发展22条举措，推
动企业注销等“一件事”高效办理，精
准有效支持个体工商户发展。2023
年全国登记在册经营主体达到1.84
亿户，企业活跃度同比提高0.69%，
退出企业平均寿命延长0.64年。

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市场监管
总局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
革，企业和群众办事环节更少、周期

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
市场监管总局综合规划司负责人

王国伟介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7个
压减到1个，提交材料减少13份，审批
时间减少6个工作日；企业注销办理环
节由10个压减到4个，普通注销办理
时间由原来最快70天缩短为目前最快
46天，其中包含法定公告期45天；开
办餐饮店由37个工作日压减到15个
工作日，提交材料减少14份。

当前，越来越多的经营主体关注自
身的信用状况。市场监管总局通过信
用监管赋能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以多
种方式向各部门共享企业信用信息。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线以
来，日均访问量突破1.31亿人次，日均查
询量超过1600万人次。广大消费者和
市场交易对象可以通过系统快捷、全面
地掌握经营主体相关信息及其经营状
态，自主判断经营主体的信用情况。

据介绍，市场监管总局探索向平台
企业开放共享信用监管数据，支持浙
江、北京市海淀区试点向互联网平台企
业开放共享信用监管数据，已在深圳、
杭州等地开展向微信、支付宝核验个体
工商户信息的试点工作，为强化与平台
企业信用共治提供更多有益探索。

截至今年 6 月底全国登记
在册个体工商户达1.25亿户

立秋之后，多地气温居高不
下。许多一线劳动者默默坚守岗
位，用奋斗姿态诠释爱岗敬业精神。

凌晨 3 点多，河北石家庄新华
区，身着橙色长袖工作服的环卫工
人们已经开始了一天的晨扫。

“晨扫是保洁工作的重要环
节。我们要着重对非机动车道、树
坑、绿化带、垃圾桶周边等机械化车
辆不容易清扫的区域，进行全面清
洁，不放过任何死角。”新华区卫生
队清扫一股大班长马长翟说。

晨扫的工作量并不小，马长翟
和队友们仔细清扫地上的尘土和杂
物，要把前一晚积存的垃圾清理干
净，迎接新的一天。对于从事这份
工作 16个年头的马长翟来说，“战
酷暑、斗严寒”早已习以为常。“干一
行就要干好一行。看到街道干净整
洁，我们再辛苦都是值得的。”

岗位虽平凡，职责不平凡。一
位位劳动者默默付出，保障万家生
活平稳有序。

早上8点多，国网山东昌乐县供
电公司带电作业班已到达 10 千伏
北寨线检修现场，准备开始带电检

修隔离刀闸作业。
绝缘斗臂车的绝缘臂缓缓升

起，慢慢向作业点靠近。作业人员
秦军伟站在近 15 米高空的作业斗
内，身着密不透风的绝缘服、手戴绝
缘手套小心翼翼地操作着。气温升
高，在逼仄的空间里，豆大的汗珠很
快就顺着他的脸颊向下滴落。

“隔离刀闸使用年限长了，存在
接头等部位易发热等缺陷，容易受雷
击、暴雨、大风等影响。”秦军伟说。
2个月里，带电作业班开展隔离刀闸
集中检修消缺专项行动，对辖区内
115处隔离刀闸进行检修，全面排除
隔离刀闸发热甚至烧坏的隐患。

“带电作业能保证施工过程中
居民用电不受影响，我们工作到位，
才能保障万家灯火。”秦军伟说。

三伏天里，大江南北，建设者的脚
步没有停歇。他们与时间赛跑，为保
障重点项目、民生工程建设挥洒汗水。

“盾构施工是比较特殊的作业，
盾构机一旦始发掘进，不能轻易停
下来，一直到贯通接收。”中铁十八
局南珠（中）城际项目管片拼装作业
人员田振说。虽然没有直面阳光，

但是闷热潮湿的盾构隧道内温度能
达到35摄氏度以上，尤其是最前端
的刀盘作业区环境温度更是考验一
线建设者。

在地下30多米高温高湿的环境
里，田振每天都要全神贯注地用遥
控手柄操纵拼装机，将运输下来的
管片一片片地在开挖好的隧道壁上
拼接成环，为地铁隧道披上一层坚
实的“铠甲”。“项目建成后，中山与
广州市中心将实现 45 分钟通达。
工程有品质，出行更便利，这是我们
建设者最大的心愿。”田振说。

坚守，是劳动者不变的奋斗本
色。中铁十五局陕西西咸新区沣西
新城防水排涝泵站施工现场，潮热
的环境中，焊花飞舞，钢筋工张大平
和工友们正忙碌地作业。

“这些钢筋承载着工程的安全，
一丝一毫都马虎不得。”张大平说。
钢筋加工与绑扎是建筑施工过程中
非常关键且安全风险源较多的环节
之一，尤为考验从业者的技术和耐
心。在现场，每天经过张大平双手
的钢筋就达 2吨，他凭借精湛的工
艺和高度的专注，对钢筋进行切割、

布置和焊接，确保施工钢筋的稳定性
和结构强度安全可靠。

千里之外，江西赣州，上午10点，
遂川至大余高速公路浮江2号高架桥
施工现场，车辆穿梭、机器轰鸣。烈日
下，中铁十一局项目负责人汪祥国穿
梭在各个工点之间。

查看钢筋安装质量，检查挂篮悬
浇和托架体系是否按方案执行，盯守
塔吊和架桥机操作是否符合规范……
汪祥国身上的工服被汗水浸出了白色
的盐渍。“浮江2号高架桥需跨越章水
河和丘间沟谷，安全风险高、特种设备
多、技术难度大，是全线重难点控制性
工程。”他说。

工作20年来，汪祥国先后参与过
常吉高速、京福高铁、汉十高铁、萍莲
高速等多项重点工程。

“工地上摸爬滚打惯了，只要工程
安全质量有保障，热点累点都不算
啥。”汪祥国说。

为美好生活流淌汗水，为国家建
设贡献力量。三伏天里，一位位普通
却又不普通的劳动者，用平凡的坚守
书写奋斗的荣光。

（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三 伏 天 ，那 些 坚 守 一 线 的 户 外 劳 动 者
新华社记者 王优玲 樊曦

近年来，河北省武安市加速
建设旅游项目、实施旅游富民工
程，基本形成以太行山水游、休闲
康养游、生态观光游、红色文化
游、乡村民俗游等多业态支撑的
全域旅游格局。

目前，武安市已创建完成国
家 4A 级景区 7 家，其他景区、景点
近百处。

这是河北省武安市田鑫小镇
（8月15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全域旅游

助推助推
“青山”变“金山”

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在烈日下工作、在风雨
中奔波，他们的职业安全问题受到社会关注。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要
求，自2022年7月起，在北京、上海、四川等7省市的美团、货拉拉、曹操出行等7家
平台企业开展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试点两年来，职业伤害保障工作的推进情况怎样？如何更好地保障新就业形
态就业人员的职业安全？新华社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记者温
竞华、陆芸）16日，2024未来科学大
奖在北京揭晓。北京大学博雅讲席
教授、昌平实验室领衔科学家邓宏魁
获“生命科学奖”，中国科学院大连化
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院士、清华
大学化学系教授李亚栋院士获“物质
科学奖”，浙江大学数学高等研究院
教授孙斌勇院士获“数学与计算机科
学奖”。

邓宏魁因开创了利用化学方法将
体细胞重编程为多能干细胞，改变细胞
命运和状态方面的杰出工作而获奖；张
涛、李亚栋因对“单原子催化”的发展和
应用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而获奖；孙斌
勇因在李群表示论上作出的杰出贡献
而获奖。未来科学大奖设立于 2016
年，由科学家和企业家群体共同发起，
关注原创性的基础科学研究，至今共评
选出39位获奖者。

邓宏魁等4人获2024未来科学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