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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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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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日电 我国将以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抓手，推动农村土
地制度改革，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
双向流动，服务于城乡融合发展。

自然资源部生态修复司司长王磊
14 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为贯彻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城乡融合
发展体制机制、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决
策部署，自然资源部将进一步推动全域
土 地 综 合 整 治 ，促 进 城 乡 要 素 平 等 交
换、双向流动，优化农村地区国土空间
布局，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和农民生产生
活条件，助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和城乡融合发展。

据介绍，土地整治一直是“千万工
程”迭代升级的重要平台和抓手，能够
系统解决“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地
从哪里出”的问题。最近五年来，自然
资源部开展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
截至 2023 年底，全国 1304 个试点累计
投入资金 4488 亿元，完成综合整治规模
378 万亩、实现新增耕地 47万亩、减少建
设用地 12 万亩，形成一系列可推广、可
复 制 的 宝 贵 经 验 。 通 过“保 护 农 耕 肌
理，留住乡韵乡愁；释放发展空间，助力
乡村振兴；修复生态基底，提升人居环
境；深化制度改革，共享土地红利”，土
地整治成为优化乡村空间布局、服务乡
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平台。

王磊说，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农村
土地制度改革的有力抓手，是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相关改革部署的
重要举措，政策性强、涉及面广、社会关
注度高。要按《自然资源部关于学习运
用“千万工程”经验深入推进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工作的意见》要求，建立“全方
位”权益保障机制，坚持农村基本经营
制度不动摇，尊重集体土地所有权、土
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现状。要站
稳人民立场，尊重群众意愿，维护群众
权益，接受群众监督，运用好村民议事
决策机制，坚决防范少数人说了算、多
数人“被代表”。不得违背村民意愿合
村并居、整村搬迁，严禁违背群众意愿
搞大拆大建、强制或变相强制农民退出
宅基地，不得强迫农民“上楼”。

我国将以土地整治
助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 8 月 8 日航拍的日照市阳光海
岸绿道（无人机照片）。近年来，日照
市对沿海裸露场地及岸线破损处进
行生态修复，建成约 28 公里的阳光海
岸绿道，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了运动休
闲好去处。

山东省近年来持续开展海洋生
态 修 复 、“ 蓝 色 海 湾 ”整 治 行 动 等 工
作，加强海岸线、海洋保护地和滨海
湿地生态保护，完成渤海攻坚海洋生
态修复任务。通过修复整治生态岸
线项目，还城市一条“蓝腰带”；配套
建设城市书房、海洋美学馆等文化设
施，还市民亲海、休闲空间，让海滨城
市飘扬起生态“绿丝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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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近海岸线修复让滨海飘扬生态“绿丝带”

▲ 8 月 15 日，浙江省建德市更楼街
道“合作共富·司机之家”的志愿者给过
往的货车驾驶员送上饮用水。

作为建德城南产业发展的核心区
域，浙江省建德市更楼区块聚集了农夫
山泉、青岛啤酒、南方水泥等一批重点
企业，这里也成为了大货车和货车司机
的中转站。为进一步关爱货车司机群
体，2024 年 5 月，建德市更楼街道盘活南
方水泥老厂房 170 亩土地，联动辖区公
益食堂、爱心餐厅、老年食堂开展“幸福
方桌·大城南文明实践圈”行动，打造

“合作共富·司机之家”，供应“卡友套
餐”，并组织辖区志愿者开展配送服务，
为货车司机打造温暖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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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建德打造
货车司机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