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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就业形态人群
职业伤害风险不容忽视

全国人大代表、太平洋医疗
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周燕芳
今年将提交多份建议，其中一份
涉及新就业人群，“新就业形态人
员的职业伤害风险不容忽视。”

全国总工会第九次全国职
工队伍状况调查结果显示，我国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
人，占职工总数的21%。新就业
形态的发展日益完善，平台经济
的发展带来了大量新就业形态
从业人员增长。

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
以平台为基础的新就业形态正

在成为灵活就业的新趋势，是稳
增长、保就业的重要路径。与此
同时，在全国非机动车交通事故
中，外卖和闪送车辆事故占有相
当比例，行业内职业伤害事故发
生率居高不下。

周 燕 芳 了 解 到 ，2019 至
2021年上海市各类道路交通伤
亡事故中涉及快递、外卖行业的
事故占总数的90%。“职业伤害风
险不容忽视，提供相应保障，对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重要作
用。”周燕芳说。

建议进一步完善
职业伤害保障

鉴于对保险行业的熟悉，周

燕芳提出建议，加快推进新就业
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扩面，“当下，涵盖7个省（市）、4
个行业、7家平台企业，覆盖面仍
相对有限，建议有序扩大新就业
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的试
点地区，特别是经济比较发达、人
口比较密集的京津冀、长三角、大
湾区、成渝等地区，并同步协调试
点地区与其他非试点地区间的横
向交流，落实不同地区之间的职
业伤害保障政策衔接。”

另一方面，应逐步扩大新就
业形态的试点平台企业范围，将
市场占有率较高、经营管理较
好、参保意愿较强的平台企业纳
入试点范围，切实扩大可享有新

就业形态的职业伤害保障权益
的就业人员范围。“聚焦新就业
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更
加公平、制度更可持续、服务更
加便捷、责任更加清晰，将为新
就业形态就业人员的职业伤害
保障在全国推开进一步奠定基
础。”周燕芳说。

对相关职能部门而言，她则
建议，加快出台关于新就业形态
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工作的指
导意见，并探索新就业形态就业
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内容增加第三
者责任保障。与此同时，加强新
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
信息平台建设与数据共享，优化
理赔流程并提高事前预防能力。

“两企三新”青年
希望获得更多关心和支持

在上官剑看来，城市的核心
是人。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要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城市建
设和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
展、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两企三新”在促进经济发展、繁
荣社会事业、创新社会治理、提
供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着日益
重要的作用。

有调研显示，“两企三新”群
体中高达72.5%的青年希望获得
更多的关心和支持。“加强对‘两
企三新’青年关心关爱，让城市
发展更多惠及广大群众，是现代
化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深化人
民城市建设的重要标尺。”上官
剑说。

据其介绍，目前，各地积极

开展“两企三新”党团建设，推出
各类服务项目，团中央组织实施

“筑梦计划”“伙伴计划”“千联万
聚常引项目”“暖蜂行动”等，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需要
改进之处。比如，各部门有效协
同形成合力的工作机制还有待
建立；部分新职业尚未形成完善
的职业资格准入机制，与之相应
的劳动及社会保障体系、职业发
展体系亟待健全；青年人才成长
服务体系有待完善，职业培训和
继续教育资源缺乏；围绕青年社
会生活需求的服务项目仍欠缺，
青年社会参与的平台机制不够
健全。

健全服务体系
形成关爱“组合拳”
针对这一系列问题，上官剑积

极建言献策，给出了不少“处方”。
他建议，要完善职业认定，

构建就业“保护网”。针对调查

显示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对“完
善职业技能认定和职称评定制
度”的需求度较高（3.94分，满分
5分）的情况，建议围绕产业结构
变化和职业形态发展，动态调整
新职业分类，完善我国职业分类
和职业标准体系建设，为“两企
三新”青年职业技能鉴定和职业
技能等级认定提供支持。

同时，有调查表明，新就业
群体中只有29.2%的受访者与平
台或工作单位签订正式劳动合
同，多数劳动者与用工平台签订
劳务合同和合作协议。为此，他
建议加强政府管理和行业规范，
适应职业发展多形态特征完善
劳动保障体系，在巩固既有保障
体系基础上构建适应灵活性、流
动性、松散性劳动关系的保障机
制，加强规范引导，完善监督管
理，有效维护“两企三新”青年群
体的合法权益。

他还建议强化发展支撑，打

造成长“加速器”。这是因为，相
较于传统就业形式，部分新就业
群体暂未纳入现有职业体系，劳
动者普遍缺乏职业能力提升途
径。有调查显示，65.7%的受访者
对失业风险表示担忧，同时高达
85.1%的受访者认为向传统就业
形态的转型较为困难。“我们应
该在‘两企三新’领域，分类推进
职业培训和学历继续教育，切实
提高‘两企三新’青年群体的职
业素养和择业能力。”上官剑说。

他还建议，针对新就业青年
群体规范职业技能培训，拓展技
能提升渠道。适应新型职业发
展促进产教融合，不断拓展适应
产业发展、满足时代需求的新就
业青年人才培养模式。适应数
字时代知识服务新潮流，针对

“两企三新”青年需求，加大力度
支持拓展线上学习培训的平台、
项目、内容，提升线上职业培训
规范性和有效性。

“我们要健全服务体系，形
成关爱‘组合拳’。”最后，上官剑
建议，统筹协调政府相关行业主
管部门和各级群团组织工作力
量，建立健全服务联系机制。强
化不断线就业指导和针对性政
策服务，加大“两企三新”青年就
业服务支持力度。发挥党团组
织功能，用好楼宇、社区、活动场
所等阵地，围绕青年身心健康、
婚恋交友、子女托育等方面需
求，构建务实管用、生动有效的
服务项目体系。搭建渠道引导

“两企三新”青年参与社会治理，
为社会发展聚共识、增智慧，以
青年参与推动社会治理形态革
新，提升青年社会获得感。加大

“两企三新”领域优秀青年的发
现、培养、吸纳、使用力度，持续
推动典型选树、宣传报道、政治
吸纳，切实把优秀青年人才团结
凝聚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事业中来。

全国政协委员上官剑：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加强对“两企三新”青年关心关爱

所谓“两企三新”，即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
企业、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两企
三新”领域集聚着大量青年群体，有都市白领、私营
业主、个体商户、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以及各类网
络主播等。

如何关心关爱这类群体？全国政协委员、共青
团上海市委书记上官剑在今年全国两会召开期间向
全国政协提交了一份名为《关于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加强对“两企三新”青年关心关爱》的提案，提出了不
少金点子。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全国人大代表周燕芳：扩大保险范围优化理赔流程

为新就业形态人群职业伤害风险添一道保障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以

上，除了明确一系列“稳就业”

举措外，还提及分类完善灵活

就业服务保障措施，扩大新就

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

障试点。这让上海代表团的

周燕芳代表倍感振奋，她今年

提交的建议之一正与此不谋

而合。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周燕芳。 张弛 摄

“两企三新”青年期待更多关爱。 青年报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