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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区总工会
积极调解00后职工劳动争议

“本来面试的时候说好试用期
1个月，但现在工作3个月了，公司
还不和我们签合同，领导总是推
诿。”在江北区工会劳动争议纠纷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室里，某科技
公司的00后职工小刘陈述着自己
的遭遇。3月，小刘通过招聘信息
应聘进入该公司工作，每个月业绩
达标，到手收入5000元左右，但是
公司迟迟不与自己签订劳动合同。
在调解中，公司表示愿意马上补签
合同，但小刘表示自己对公司很失
望，希望离职并要求公司补偿。经
过调解，双方达成一致解除劳动关
系。

18 岁的小陈在江北区一家文
化传媒公司从事网络视频直播工
作。1个月后，她认为公司的企业
文化与自己想象相差甚远，于5月

15 日提出辞职，要求公司支付 5
月份的半个月工资遭到拒绝。公
司负责人表示，与小陈并非劳动
关系而是合作关系，小陈并未按
照要求达到每月最低工作时限 24
天，故拒绝支付保底薪酬。经过
调解，公司同意按照实际工作完
成量进行分成支付小陈1500元劳
动报酬。

在江北区工会劳动争议纠纷
人民调解委员会二季度调解完成
案件中，00 后劳动争议纠纷调解
案件占比近 50%。这表明，00 后
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增
强，但同时也令人担忧这种“一言
不合就维权”的现象，在一定程度
上会掣肘00后自身职业生涯的发
展。江北区总工会调解室工作人
员认为，00 后职工劳动争议案件

通常呈现出工作时间短、工资要求
高、维权意识强等特点。比起后事
花太多精力维权，更建议 00 后职
工在入职前做足准备，清楚了解公
司文化、岗位职责、薪资水平、试用
期等情况，斟酌自己与岗位的适配
度，避免盲目匆忙入职给自己带来
一些沉没成本。

江北区总工会负责人表示，
00 后新生代职工刚刚步入社会，
遇到各种阻碍和困难在所难免，
区总工会将坚持为广大职工提供
免费法律咨询及援助，维护其合
法权益，同时将更加深入的推进
工会劳动争议纠纷人民调解工
作，加强源头治理，努力将矛盾化
解在诉前，提高职工依法维权、企
业依法用工意识。

杨妍

“看我发的朋友圈没，坐郑渝高铁
去奉节耍三峡方便惨了！”8月1日，
休完年假回来的国网重庆经研院设
计中心的周哲刚走进办公室便向同
事们分享方便快捷的“年假之旅”。
他之所以如此激动，是因为郑渝高铁
的牵引站供电工程正是由国网重庆
经研院设计中心负责设计的，而他又
是参设人员里第一个乘坐这趟高铁
的人，“去奉节只要不到2个小时，10
点左右出发，到了还能赶上吃午饭！”
周哲非常自豪。

精心组织 做好前期策划

2019年7月，国网重庆经研院刚
接到“郑万铁路巫山牵220千伏外部
供电工程”设计任务时，却一时犯了
难：“山区架空线路有110多公里”“离
主城区6个小时车程”“地质条件异常
复杂”……

经研院迅速集结起以“红岩服务
队”党员为骨干的设计团队，开展工程
设计技术攻关。输电、勘测、变电、技
经等各专业技术骨干纷纷请缨加入团
队。

大家梳理前期设计成果，进行多
方案比选。他们发现该线路工程存在
重冰区、不良地质、跨湿地保护区等多
重敏感因素，需对可研成果做大幅深
化。尽管面临工期紧张、任务繁重等
重重压力，设计团队仍决定对输电线
路冰区开展重新论述。最终，辛苦付
出没有白费，该工程初设成果按期通
过了国网公司专家审查。

精诚团结 克服千难万险

“从接到设计任务，到交付施工图
纸的239个日日夜夜，大家始终把工
程设计工作放在首位！路径方案必须
经过多次比选，每个塔位必须现场多

专业联合确认。寒暑交替，我们踏过
的大山从郁郁葱葱变成白雪皑皑，我
们克服了对野猪和毒蛇的心理恐惧，
完成了110多公里输电线路的选线和
终勘工作。”忆及当初所经历的一切，
时任项目电气专业主要设计人的谢德
心仍记忆犹新。

面对复杂的地形地质情况，设计
团队中的勘测小组也为设计和施工环
节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勘测小组曾
遍寻周边3座山峰只为寻找一处地质
稳定可靠的塔位。

“高铁出站不到10分钟，时速就
超过了300公里，但感觉特别平稳！”
周哲的分享激起了同事们的极大兴
趣。该项目设计总负责人黄刚也来了
兴致：“安逸！明年春节，我回老家也
打算坐郑渝高铁，以前十几个小时车
程，现在只需3个多小时！简直就是近
在咫尺！”。

皮杰 何莎莎

国网重庆经研院：

当好郑渝高铁“铺电人”

□本报记者 张莎 实习生 王懿瑶

2021年3月1日，《重庆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正式实施。一年多以来，广大人民群众学理
论、思方法、践目标、悟道理，提升文明素养，促进
社会文明进步，将文明行为从纸面落实到实际，
城市形象更加美丽生动。

新时代呼唤
《条例》掀起文明行为燎原之势

文明行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
《条例》将近年来全社会形成的文明行为系统总
结规范，以人大立法的形式向社会颁布执行。

每年三月是《条例》规定的本市“文明行为促
进月”。2021年3月1日，全市首个“文明行为促
进月”活动拉开帷幕。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
人大法制委、市人大社会委，九龙坡区委、区政府
联合举办“《条例》实施启动仪式暨‘文明行为促
进月’市级示范活动”。

在“文明行为促进月”，“时代楷模”马善祥、
全国人大代表刘希娅、全国文明家庭代表陈丽芳
等先进典型向广大市民发出践行《条例》的倡议，
参加有关文明行为促进活动。

渝中区、江北区、永川区等围绕“文明行为促
进月”和“3·5”学雷锋日，深入推动“文明在行动”
系列工作和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渝北区、九龙坡
区开展了“《条例》进书屋”“小餐桌带动大文明”
等活动；铜梁区、石柱县广泛开展《条例》院坝会、
社区集中宣讲等群众性学习活动；合川区坚持

“文明创建永远在路上”，启动了“文明小区”“文
明楼院”“文明角落”等创建工作。

据统计，2021年首次全市“文明行为促进
月”，累计参与人数达2400余万人次。一年多
来，人民群众用积极行动表明，《重庆市文明行为
促进条例》实施渐入佳境。

青少年参与
《条例》拓展后备力量成长之道

青少年争做英雄则英雄辈出，青少年行动文

明则文明成风。重庆青少年参与文明行为促进
活动，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

《条例》实施以来，我市以“小萝卜头进校园”
活动为抓手，广泛开展红色小讲师团巡讲、“党在
我眼中·红色研学”“红色故事云端晒”等丰富多
彩的庆祝建党100周年系列活动。通过文明实
践活动，拉着青少年迈好“人生第一步”，扣好“人
生第一颗扣子”。

今年6月，红岩联线管理中心将“小萝卜头
进校园”系列活动送到了巴蜀小学校。本次活动

进行全方位创新，打造了具有“听、说、看、做、玩”
等综合内容的沉浸式红岩主题体验教室，将“小
萝卜头”展览、“小萝卜头”故事宣讲、“小萝卜头”
文创精品、“小萝卜头”互动游戏等环节巧妙融合
在同一空间内，促进孩子们对“小萝卜头”事迹的
全面深入了解，让红岩精神得到更好地弘扬和传
承。巴蜀小学校四年级3班的李姿熠对小萝卜
头的故事如数家珍，“我们不能忘记那些苦难的
昨天，我们要珍惜现在幸福的今天，作为新时代
的少年，我们更要去建设美好的明天。”

我市发挥“小手拉大手”作用，扎实开展“网
上重走长征路”“青春心向党”“童心向党”等宣传
教育活动，引导青少年带动家长践行文明行为。
全市300余万青少年参与，他们的督促力、带动
力、影响力呈几何级扩大。

典型性示范
《条例》确立生活工作标准之旗

一个时代，有着自己的先锋旗手、精锐力量；
文明行为背后，有着一股强大的推动示范力量。

“手握方向盘，道义刻心间，身作笔、墨是汗，
山水之城写奉献……”这是《“雷锋的士”之歌》。
这群普通的的士司机，在救助困难群众、爱心送
考、识别诈骗等特殊时刻，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
力量，为整个城市增加一股正能量。

“阿姨，我疫情期间没有认真上网课，现在学
习越来越吃力，感觉很沮丧……”“我是密切接触
者，隔离在家，感觉很孤独，我会失去朋友和家人
吗?”希望热线、“甜甜虎心理乐园”等心理志愿服

务团队，在社会事件突发、个人心理问题等危急
时刻为广大市民提供服务。

毛相林获评“全国脱贫攻坚楷模”，王红旭获
评“时代楷模”。全市获评全国道德模范3名、全
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100”先进典型12个、
中国好人31名，选树“最美教师”251名。一个个
志愿团队、一个个优秀集体、一个个先进个人，他
们是新时期“最美的人”，形成了文明行为促进工
作的带头力量。

全社会动员
《条例》开启现代城市升华之门

城市设施是城市的身体，文明行为是城市的
神魂。物质财富已然丰富的今天，文明行为推动
城市品质再进一步。

近年来，全市持续办好“山水之城 美丽之
地”导游词讲解大赛、岗位服务明星推选、“高速
带我文明游·打造美丽风景线”等品牌活动，支持
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校园，
展示出重庆现代城市的魅力。

持续深化“重庆好医生、重庆好护士”“渝税
先锋”“巴渝工匠”等创建活动，社会价值得到正
面强化。

深化“家风润万家”主题活动，推进党政机关
廉洁家庭建设，大力建设新时代的家风文化，整
理编写体现中华美德、符合生活实际的新时代家
规，创建文明家庭，风清气正的家庭环境全面巩
固。

《条例》锤炼了市民行为，提升了城市品质，
结出了丰硕成果。

今年6月，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会同市人
大社会委开展《条例》施行情况问卷调查，
93.61%的调查对象表示很满意、满意，《重庆市
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得到了全市人民高度认可。

文明城市，近悦远来。三千万巴渝儿女，建
立起一座西部现代城市；八万余平方公里，吹拂
起一股浩荡文明新风。

《重庆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实施一年多，带来什么改变

市民更文明 城市更美好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

《条例》2021年1月25日经市五届人大四次会
议高票审议通过。今年6月，开展《条例》施行情况
问卷调查，93.61%的调查对象表示很满意、满意。

系统推进抓统筹。市领导高度重视《条例》实
施。市委书记陈敏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就贯
彻落实《条例》提出了明确指示要求。市级部门协助
落实促进措施，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以及各区县加
强学习，并对践行《条例》作出具体安排部署。全面
发动造氛围。举办“《条例》实施启动仪式暨‘文明行
为促进月’市级示范活动”，掀起文明行为促进活动
的高潮。全市“文明行为促进月”累计受众达2400
余万人次。精准滴灌强宣传。各区县印制130余万
册（份、张）《条例》单行本、连环画等宣传产品。市属
主要新闻媒体，各区县“两中心一平台”等推出原创
系列报道7600余篇次。多策并举重实效。把推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飞入寻常百
姓家”。发挥全市各级文明城市、文明村镇和道德模
范等先进典型的榜样示范作用。发动市、区县志愿
者2万余名，开展活动1.2万余场。

市发展改革委

强化立法衔接，夯实信用法治基础。去年7月，
《重庆市社会信用条例》正式施行，全面引导全社会
诚实守信。加强信息共享，打造信用服务枢纽。依
托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建立起教育、卫生、司法等
领域重点企业和从业人员信用档案。推动政务用
信，构建信用监管机制。累计触发并实施联合奖惩
36.6万余次，让严重失信者处处受限。创新应用场
景，增强诚实守信价值。先后推出“信易租”“信易
行”“信易游”“信易阅”“信易购”等场景。突出专项
治理，筑牢诚信守法底线。常态化开展诚信缺失突
出问题专项治理，大力整治生态环境污染、征信修复
乱象等不文明行为。

市教委

强化组织领导，在拧紧责任链条上下功夫。教育
系统就贯彻落实《条例》作出安排部署，印发《关于进一
步加强中小学文明礼仪教育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强
化教育引导，在丰富形式载体上下功夫。建好课堂教
学“主阵地”。因地制宜开展“争做新时代好队员”“吃
得文明”等讲文明主题实践活动。强化考核评估，在提
升实绩实效上下功夫。把中小学文明素养教育情况纳
入对学校常规检查、教育督导、创先争优活动指导的重

要内容。全市获评国家级文明校园24所，评选市级文
明校园300所。

市公安局

加强文明行为宣传引导。开展“美丽乡村行”巡
回主题宣讲活动7场，开展社会面“五进”宣传活动
近2000场。狠抓道路交通秩序整治。严查违法停
车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5.8万起。完成75个老旧
小区周边路段“停车难”突出问题治理工作。强化社
会面治安管理。推动建成智慧安防小区5945个、建
成率62.4%。规范养犬行为。督促签订《养犬承诺
书》。有力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开展校园及周边百
日专项整治。建立健全反家庭暴力多部门联动工作
机制。参与摸排涉医矛盾纠纷705起、化解669起。

市城市管理局

积极引导城市管理人做好城市的文明使者。组
织发展全市各级城市管理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认真
落实城市管理任务。积极履行城市管理职责促进城
市文明。全市各级城市管理部门深化落实“大城三
管”“马路办公”等工作机制。积极落实严格规范公
正文明执法总要求。强化执法人员培训，将《条例》
关于规范不文明行为的内容纳入执法培训的重要内
容。建立联动机制，形成治理不文明行为合力。强
化专项执法，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8次城市管理
秩序监管执法行动。

市交通局

加强宣传，营造良好氛围。张贴展示《条例》相关
宣传标语2万余条幅，发放宣传倡议5000余份。依
托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图文并茂对《条例》进行解
读。弘扬文明行为，不断提升交通行业文明服务水
平。进一步深化“雷锋的士”创建和“文明公交”队伍
建设等。把《条例》纳入交通行业各类培训的必修课，
全覆盖开展文明行车教育培训60余万人次。加强督
促检查，助推交通文明出行提质增效。压紧压实责任，
督促交通相关企业积极开展自查。常态化开展“文明
在行动·满意在交通”明察暗访。广泛运用动态智能监
控系统，开通“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

市农业农村委

抓宣传宣讲促文明。在农村地区组织开展
4000余场“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宣讲活动。抓
示范创建促文明。在全市农村评选最美庭院7.84
万户，创建“宜居村庄”232个。抓环境整治促文

明。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五清理一活动”专项行
动。抓遗产保护促文明。命名22个传统文化村和
12个特色文化镇，建成4个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市级
示范点。抓节会活动促文明。举办重庆市2021年
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抓志愿服务促文明。开展了

“美丽乡村”守护乡愁系列志愿活动，志愿服务时长
总计超过12000小时。

市文化旅游委

强化文艺作品引导，做好重大主题宣传。紧紧
围绕“喜迎二十大、百年新征程”主题，累计开展各类
群众文化活动 2465 场，参与人次（含线上）达到
2705.86万人次。创新拓展文化公共服务阵地。累
计建设图书馆分馆1842个，文化馆分馆1272个。

“三馆一中心”年服务群众达7200万人次以上。开
展“红岩”精神系列活动，建成红岩文化公园首期项
目，开展红岩革命故事展演376场次、现场观众超
41万人次。着力抓好重点场所文明旅游宣传引导，
扎实开展节假日文明旅游专项暗访。

市卫生健康委

尽职履责，切实落实主体责任。深入开展爱国
卫生运动，倡导公众养成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
式，开展集中宣传2243场次。全市每年举办健康科
普讲座2万场次以上。深入开展医德医风建设，大
力提升医疗服务质量。深入开展美丽医院建设。制
定印发《重庆市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业行
动实施方案（2021—2024年）》。加强宣教，强化文
明行为引导。加强平安医院建设，加强卫生法律法
规宣传。多措并举，严查违法违规行为。出台《重庆
市医疗卫生信用信息管理办法》。严厉惩处危害群
众生命健康安全的违法行为。

团市委

聚焦青少年文明养成，坚持“三个抓实”，深化文
明素养培育。开展理论宣讲1.2万场。选树“青年
文明号”等典型。打造“青年创新创业大赛”等品牌
项目。二是聚焦共青团组织优势，紧扣“三个围绕”，
深化文明志愿服务。围绕生态文明、社会治理、重大
赛会，建成常态活跃的“青少年之家”943个，组织
1000余名“蓝精灵”（志愿者）向“智博会”“西洽会”
等提供志愿服务。三是聚焦网上思想引领，注重“三
个强化”，深化网络文明建设。强化舆论引导、产品
供给、线上活动，衍生创作开发一系列正能量充沛的
文化产品，开设“团团直播间”。（记者 张莎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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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左黎韵 实习生 王森孝

8月6日中午，渝中区大溪沟街道双
钢路社区，志愿者董会礼和往常一样，将
社区食堂烹制的营养午餐送到行动不便
的孤寡老人胡震纲家中。

近年来，渝中区按照制度化推动、平
台化建设、项目化运作等，不断壮大志愿
服务队伍，推进志愿服务常态化，使城市
更有温度。

“三级”文明实践阵地
壮大志愿服务队伍

“进入景区请佩戴好口罩，出示健康
码、行程码……”暑期，渝中区迎来了旅游
小高峰，十八梯景区门口，身着“红马甲”
的社区志愿者李慧正提醒游客做好防疫
措施，文明出游。

这几年，渝中区不断织密志愿服务网
络，构建起“区中心-街道所-社区站（行
业点）”三级文明实践工作体系，整合志愿
服务力量，入驻十八梯、洪崖洞、长江索道
等热门景点，常态化开展疫情防控、问询
指引、景点介绍等志愿服务，仅去年就累
计服务游客500余万人次。

“以三级文明实践阵地为载体，我们
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推动
各单位、社会团体等融入志愿服务中，形
成‘人人关注文明实践、人人参与志愿服
务’的良好氛围。”渝中区宣传部相关负责
人介绍。

截至目前，渝中区已建立新时代文明
实践阵地113个，实名认证注册志愿者
21.9万余人，凝聚起强大的志愿服务力
量。

群众点单、志愿者接单
贴心服务暖人心

每周六，上清寺街道学田湾社区活动
室都会传来琅琅读书声。

这天上午，五年级学生谢雨蒙在大学
生志愿者带领下，阅读了自己喜爱的书籍
《西游记》，并和同伴们分享读书感想。

今年，该社区启动了暑期兴趣活动，

提供儿童看护服务，开设阅读、美术、书法
等课程，既解决了孩子们暑期“看护难”问
题，也让孩子们度过一个愉快、有意义的
假期。

据了解，渝中区创新推出“群众点单、
社区派单、志愿者接单”模式，多样化、个
性化、精准化服务居民所急所盼，常态化
开展为老人送餐、上门维修、健康义诊等
活动，将贴心的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提
升了志愿服务的温度。

融入基层治理
志愿服务构建和谐社区

“为了大家的安全，请从自身做起，杜
绝高空抛物。”近日，在朝天门街道朝千路
社区，网格志愿者王小春挨家挨户上门，
进行文明宣传，号召大家自觉参与文明城
区建设。

这只是渝中区以志愿服务为抓手，推
动社区治理创新的一个缩影。

该区还将先进典型、社区能人、身边
好人等模范群体组织起来，畅通居民与居
民间、居民与社区间的交流和沟通，让“小
事不出楼院，大事不出社区”。

目前，渝中区已组建起“王鹰调解工
作室”、蔡美岐“爱之光”志愿服务队、“杨
开玉红袖章队伍”等模范群体带头的志愿
服务队伍，不断放大志愿服务社会效能，
有效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志愿服务常态化让城市更有温度 实名认证注册志愿者达21.9万人

渝中区“志愿红”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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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中区志愿者在朝天门走访商户。
（渝中区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