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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商景豪 通讯员 李金萌 贾忠柯）“复杂的减资
流程，通过你们全程指导，这么快就解决了，为你们的高效率服务点
赞！”11月29日，聊城易阳宇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经办人韩先生说。

近日，韩先生来到开发区政务服务大厅进行减资和名称变更。
帮办工作人员主动靠前服务，全程帮办代办，从材料指导到业务办结
仅用时40分钟。

2023年12月29日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公
司的注册资本由股东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五年内
缴足。这使得大量市场主体登记注册资本回归理性，存量企业迎来
大规模减资热潮。为确保减资类变更登记工作有序开展，开发区行
政审批服务部推出集成化场景、专业化帮办的服务举措，不断提升企
业信息变更的便利度。

今年以来，开发区扎实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服务改革，创新打
造“高效办成一件事”服务专区，推进公司注册资金理性化，助力企业
健康发展。

开发区

高效办成企业减资“一件事”

■ 本报记者 王军豪

完善、顺畅的裁审衔接机制是合力化
解劳动人事争议矛盾纠纷，促进劳动人事
关系和谐稳定的重要保障。

11月28日，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局召开2024年度全市劳动
人事争议裁审衔接工作会议暨仲裁员法
官同堂培训班。仲裁员和法官共同参加
培训，会产生怎样奇妙的“化学反应”？

“这次培训创新性地将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机构负责人及业务骨干、法院系统员
额法官、律师代表集合一起，共同参加培
训，既增进交流又深化共识，更碰撞出思
想的火花。”莘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
荆莉霞走出培训班时说。

作为参训学员代表，荆莉霞还就要素
式办案实践操作进行了典型发言。要素

式办案是什么、要素式办案“怎么做”、要
素式办案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一
个个要点，立足工作、贴近实际，引得不少
学员拍手叫好。

学员代表分享基层调解组织建设、劳
动仲裁调解技巧、要素式办案实践操作、
仲裁案件质量评查等先进工作经验，就调
解仲裁工作中调解中心设立、新就业形态
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政策性疑难问题
等进行深入研讨，为争议案件法律适用、
仲裁程序规范、要素式审理推进及调解组
织建设提升行动开拓了新的工作思路，也
为调解仲裁工作更好地开展提供了良好
的意见建议。

除了业务交流研讨，培训班的重头戏
是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调解仲裁专家库
专家以及法院法官、高校教授统一授课。

济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仲裁三

庭庭长刘永明以“企业劳动用工风险诊断
表”为切入点，讲解企业基础合规风险分
析，创造性增加对劳动用工风险企业防范
能力诊断及分析，强调加强调解仲裁在识
别风险、防范风险的主观能动性，提升源
头风险防范能力，减少劳动案件的发生。

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
孔繁奎讲授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研
讨》，就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加班工
资计算基数、未休年假工资计算等九个热
点争议问题讲解了实体处理经验。

来自聊城大学商学院的乔美华教授
则通过思维创新与创新能力基础、思维创
新的意义、思维创新的障碍、思维创新能
力提升技法4个方面，引导仲裁员发散思
维、创新方法、扩展能力，鼓励仲裁员持续
学习最新法律知识，保持对新形势、新技
术和新方法的敏锐度。

“对送法入企、法律适用、裁审尺度把
控等业务工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
性。”“专家从思想层面帮助我们多角度理
解法律及政策性法规，打破处理争议时的
思维惰性。”一场干货满满的培训，让参训
学员收获颇丰。

近年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
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衔接工作的通
知》，共同建立联络员名册，明确专人负责
联络对接仲裁与诉讼衔接工作，定期召开
联席会议等，畅通了裁审对接渠道，在多
元解纷、保全执行、资源共享等方面加强对
接合作、实现互联互通。下一步，双方将进
一步加强交流合作，健全仲裁与诉讼衔接
工作机制和保障措施，助力打造更加公正、
公开、透明的法治营商环境，为聊城市经济
高质量发展提供仲裁服务和司法保障。

深化裁审衔接 凝聚解纷合力
——我市仲裁员法官同堂培训班侧记

本报讯（记者 李世超 通讯员 曹一然）“以前退费手续很烦
琐，现在在门诊一站式退费便民窗口就能办理，真是太方便了！”近
日，在阳谷县人民医院一楼大厅一站式服务中心，患者黄女士手拿医
保退费票据激动地说。

今年10月，阳谷县委第三巡察组进驻县卫生健康局开展医疗领
域专项巡察，巡察组工作人员在走访调研时了解到，医保报销流程复
杂，严重影响群众的就医体验。

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阳谷县委第三巡察组高度重视，第一时间
协调该县卫生健康局、县人民医院共同商议解决办法。经多方充分
沟通论证，决定推出“医保患者快退费”新模式，即在一站式服务中
心增设一站式退费便民窗口，医保患者只需在首诊医生处签字，就可
以到一站式退费便民窗口退费，遇到疑难问题由带班领导统筹协调
多科室审批，协助患者快速办理退费。一站式退费便民窗口的开设，
大大优化了医保患者就诊流程。

阳谷

以巡促改保障“医”路畅通

12月1日，国网阳谷县供电公司开展“彩虹连心”先锋行动，对辖
区“电采暖”用户供电线路、设备进行巡视维护，保障群众温暖度冬。

■ 曹务松

12 月 3 日，山东金帝
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工作人员在检查轴承保
持架质量。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级
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
业、山东省特色产业集群
龙头企业。目前，该公司
轴承保持架产品已涵盖轨
道交通、风力发电、数控机
床、汽车、机器人等工业高
端装备行业，是瑞典SKF、
德国舍弗勒等世界主要轴
承公司及国内大中型轴承
企业重点供应商。

■ 本报记者 朱玉东

■ 本 报 记 者 王培源
本报通讯员 任红梅 郭泽铎

“大沙河水利工程是今年初县人代会
上票决出的重大民生项目，总投资8.93亿
元，总库容1260万立方米。在县人大常委
会和县审计局的联合监督下，大沙河水库
工程项目开局良好，进展顺利，预计2026
年12月竣工。项目建成后将为冠县城乡
居民饮水安全和工农业发展提供坚实的
水源保障。”12月2日，冠县大沙河水库工
程项目负责人杜更府感慨道。

近年来，冠县人大常委会聚焦加快推
动重点项目顺利建设投运、提高财政资金
使用效益，创新构建“人大监督+审计监
督”协同贯通工作机制，积极参与城区道
路建设、学校建设及重点水利工程等重大
民生项目的审计监督，累计审计资金额
18.63亿元，增收节支财政资金1794.89万
元，有力推动了项目的高质量实施。

完善监督机制
同“织”联动监督网络

针对政府民生实事项目投资涉及资
金量大、覆盖面广潜在风险多的实际，冠
县人大常委会切实加强财政资金预决算
执行情况的监督力度，更好发挥审计监督
作用，出台《冠县人大常委会关于促进审
计监督与人大监督贯通的意见》，把政府
民生实事项目审计纳入每年向人大报告
的一项重要内容，在重大工程领域构建

“信息互通、工作协同、成果共享”的工作
机制，将人大监督的权威性与审计监督的
专业性有机结合，进一步增强对重点民生
资金和项目的监督实效。

强化沟通对接
同“定”监督工作重点

在今年初的县人代会上，全体人大代
表票决出包括大沙河水库工程在内的10

个县级重大民生项目。在民生实事项目
票决产生后，冠县审计局主动加强审计项
目计划与人大监督计划的对接，听取并采
纳人大监督的意见建议，聚焦民生实事票
决项目计划落实、责任落实、资金落实、要
素保障、建设进度等重点领域，科学合理
制定年度审计项目重要关注事项，审计计
划确定后，报冠县人大常委会备案，实现
审计监督重点同频共振、有效衔接。

坚持提前介入
同“跟”项目全过程监督

在大沙河水库工程项目动工前期，冠
县审计局工作人员充分发挥审计专业优
势，运用无人机航空摄影技术结合无人船
水下扫描技术，制作DOM和DEM模型，
确保项目高标准开工建设；工程施工期
间，冠县人大常委会与县审计部门组成联
合督导组，实地察看现场施工情况、参观
审计现场，及时发现工程建设中存在的潜

在风险隐患和工作短板，提出针对性意见
建议，推动相关部门和企业规范管理、严
格工程质量，助推项目的高质量实施。

冠县人大和审计部门协同发力，前移
监督关口，共谋实施方案，在监督内容上
有机贯通，在监督实施中共享成果，发挥
各自优势，构筑全过程监督体系。在冠县
人大常委会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冠县审计
部门围绕代表关注，将过去的事后监督转
变为事前介入、事中跟踪的“全过程审计
监督”，确保把每一个重大民生工程打造
成优质精品工程。

做实做细人大监督，推动工作提质增
效。冠县人大常委会将不断强化审计监
督对人大监督工作的支撑，探索召开重大
民生项目满意度测评、选取审计整改重点
问题部门向人大常委会单独进行报告等
方式，增强民生项目监督合力，通过高标
准监督护航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督出民生项目“绩”与“效”
——冠县构建“人大监督+审计监督”协同贯通工作机制

本报讯（记者 刘志耀）12月6日，记者从冠县了解到，该县以控
总量、提质量为目标，探索构建“‘五心’调解 协同‘冠’通”劳动人事
争议协商调解新格局，取得了明显成效。

冠县把劳动人事争议协商调解作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方
面，积极培植“群众舒心、企业安心、人社全心、社会同心、政府放心”
的“‘五心’调解 协同‘冠’通”品牌。加强组织协调，强化协作联动，
使劳动人事争议协商调解工作由人社部门为主，变为人社、政法、工
会、工程建设主管部门、乡镇、企业（工地）协同联动、共同发力。依托

“裁审齐鲁通”平台，与法院建立常态化裁审衔接机制，推动程序衔
接、实体对接，促进多元解纷成效提高。畅通群众投诉渠道，建立社
保稽核、劳动执法、劳动仲裁协同贯通机制，受理解决县域内发生的
劳动权益保障方面问题。

今年以来，全县各级调解组织受理劳动人事争议问题线索 365
件，成功调处321件，涉及金额1073.8万元。其中，县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院受理107件，较上年同期下降2.7%，调解结案63件，较上年同期
上升28.6%。

冠县

构建劳动人事争议协商调解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