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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 5部门

关于在全省建立女职工劳动人事争议

维权工作站的通知

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司法局、中级人民法院、总工会、妇

联:

为进一步健全女职工劳动权益维护工作机制,提高女职工维

权服务质效,决定在全省建立女职工劳动人事争议维权工作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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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维权工作站),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通过搭建女职工劳动维权工作平台,发挥部门职能优势,探

索建立 “
预防+协商+调解+仲裁+诉讼+法援+心援

”
女职工劳动权

益全链条联合保护新模式,切实维护女职工合法劳动权益。

二、工作机制

各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设立维权工作站,在立案接待窗

口设置
“
女职工劳动人事争议维权工作站

”
明显标识,有条件的

区县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在乡镇 (街道 )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设

立维权工作站。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牵头负责维权工作站日常

工作运转和业务指导,司 法行政部门、人民法院、总工会、妇联

根据各自工作职能配合做好维权服务工作。

三、工作职责

维权工作站主要承担以下工作职责:

(一 )为女职工提供劳动权益保障法律法规政策咨询服务;

(二 )为女职工提供劳动维权服务;

(三 )为符合条件的女职工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四 )为 女职工提供就业创业服务;

(五 )为 女职工提供心理疏导服务;

(六 )开展女职工劳动权益普法宣传活动。

四、工作措施

(一 )强化争议源头预防。各有关部门要积极采取线上线下相

结合方式,进行政策解读、以案释法、普法宣讲,从源头上纾解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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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解决问题。要充分发挥各级 12333人社政策咨询服务热线、

12348法律咨询热线、12351工会服务职工热线、12338妇女维权

服务热线在受理女职工劳动维权诉求表达、政策宣讲普及和争议监

测预警等方面作用,最大限度防止矛盾问题转化为争议案件。

(二 )推进争议柔性化解。坚持引导协商、重调慎裁,将协

商调解贯穿争议处理全过程,采取建议调解、委托调解等方式,

指导各类调解组织、基层维权服务站点主动引导协商、优先调解。

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及工会、妇联组织要选聘公道正派、调解经验

丰富的人员担任调解员,结合工作实际通过轮驻、随叫随到等多

种形式进驻维权工作站,与仲裁机构办案人员共同开展案件调解

工作。达成调解协议的,结合实际引导双方申请仲裁审查;调解

不成的,可引导通过仲裁程序解决争议。

(三 )落实速裁办案机制。各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要开

辟维权绿色通道,努力实现案件快立、快调、快审、快结,下列

情形的女职工劳动人事争议案件适用速裁工作机制:

1.涉及孕期、产期、哺乳期女职工劳动权益保护的劳动人事

争议;

2.涉及女性农民工劳动报酬、工伤保险待遇劳动争议 ;

3.劳 动关系明确的新就业形态女职工劳动争议 ;

4.其他应当给予女职工特殊保护的情形。

(四 )畅通裁审衔接途径。加强与人民法院的沟通联系,健

全完善裁审衔接机制,通过定期联席会议、案件信息交流、疑难

问题研讨等方式,统一女职工劳动权益保护裁审法律适用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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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女职工权益保护类案指导口径。搭建裁审衔接信息化平台,

实现裁审信息智能比对,提升裁审结果一致率。依法落实女职工

劳动争议案件财产保全、先予执行等工作机制,做好案件材料传

递及信 J急 互通工作。

(五 )实现法援应援尽援。各市可根据工作实际设立 “
女职

工劳动人事争议维权接待日”,集中联合为女职工提供劳动权益

保障法律法规政策咨询及协助申请法律援助等服务。司法行政部

门、工会组织要选派擅长女职工权益保护工作的律师、基层法律

工作者提供相关法律服务,推行即时办理、预约办理,为 符合条

件且有申请援助意愿的女职工提供法律援助。

(六 )提供关爱帮扶服务。基层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及基层妇

女工作者、巾帼维权志愿者要按需为女职工提供心理疏导、情绪

安抚、答疑释惑等服务,做好精准关爱帮扶。建立 “
仲裁维权+

就业帮扶
”
联动协作机制,发挥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及工会、妇联

组织在就业帮挟、创业培训、困难救助等方面作用,及时为符合

条件的困难女职工建档备案,进行就业、生活、医疗、助学等全

方位帮扶。

五、工作要求

(一 )提高思想认识。各有关部门要从保障女职工合法权益、

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高度,充分认识女职工

维权工作的重要性,联动做好女职工劳动权益保护工作。

(二 )加强协调配合。各有关部门要定期沟通交流女职工劳

动权益保障工作情况,分析研判形势问题,协商解决维权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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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并明确专人负责协调联络。要建立联合办案

工作机制,仲裁机构可根据办案需要聘任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为兼

职仲裁员,共同参与女职工劳动人事争议案件仲裁工作。

(三 )增强维权合力。汇编女职工劳动权益保障法律法规政

策文件,将其纳入各部门女职工维权培训内容,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可根据相关部门需要,安排调解仲裁专家师资协助做好业

务培训指导,经培训合格的可选聘为调解员,切实提升女职工劳

动维权服务质效。

(四 )完善激励机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联合妇联共

同开展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表现突出的女仲裁员、女调解员选

树宣传活动,联合有关部门开展全省女职工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

例征集发布活动。工会及妇联组织要积极推荐在女职工劳动权益

保护方面表现突出的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机构及工作人员参加

五一劳动奖、三八红旗集体 (手 )等评选表彰,激励调解仲裁队

伍干事创业、担当作为。

擎婴嘧
嘛 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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豸毋
鹫

(此件主动公开 )

(联系单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调解仲裁处、省仲裁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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