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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11月16日电（记者林光耀 朱涵）清晨
空荡的街头，一个年轻人背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走
过长长小巷……这一幕被巷口的摄像头记录下来，同
时被记录的，还有一颗炽热滚烫的爱心。近日，一段视
频“曝光”了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温溪镇第一中学的初
二学生杨松林的爱心善举，他也因此收到了一张特殊
的荣誉证书。

11 月 7 日上午 6 时许，杨松林像往常一样，从家中
出发，前往学校上学。经过一条巷子时，发现一位老人
坐在一旁。

“一开始，我并没有发现异样。就在我走过老爷爷
身旁时，他叫住了我，说自己站不起来了，希望我帮忙，
带他回家。”杨松林回忆说。

见此情景，他没说二话，扶起老人，打算搀扶老人
回家。这时，他突然发现老人迈不动步子，寸步难行。
为了能把老人安全送回，杨松林背起老人，按老人说的

方位，背老人回家。
在老人家门口，杨松林把老人从背上放下。面对

不低的门槛，杨松林犯了难。这时，一位路人经过，和
杨松林一起，架着老人迈过门槛。之后杨松林再次背
起老人，将他送到了客厅，让他落座在椅子上。

因为害怕上学迟到，杨松林做完这一切匆匆离
开。临离开前，他还不忘叮嘱老人：“身体不舒服要记
得去看医生。”之后，他蹦跳着，小跑去了学校。

回到学校后，杨松林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直到几天后，老人的家属通过网上视频找到了他，并带
着锦旗和学习用品来到学校，向杨松林表达了自己的
谢意。这时，大家才知道，有位热心肠同学，就在身边。

这两天，杨松林的助人暖心事迹在网络上传开。
得知此事后，一家企业联合地方媒体，为他颁发了公益
奖状，并计划发放一笔奖金。

得知杨松林获得奖励，老师带着好消息去了杨松

林家，杨松林却感到很意外，他的第一反应是：“我只是
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后来，杨松林和父母商议，决定捐出部分奖金。
“能得到这份荣誉我很开心，但我也不会因此骄傲，
帮助他人得到的奖金，我打算用来继续帮助他人。”
杨松林计划将一部分奖金捐给有需要的人，一部分
用来购买礼物慰问当地的老人，把这份正能量传递
给更多人。

杨松林的妈妈很欣慰，她说：“我们一直教育孩子，
要靠自己的双手满足自己的需求。孩子把一部分奖金
捐给更需要的人，我们都很支持他。”

小巷里，脚步声笃笃，黑发和白头交叠，投下一片
暖融融的影子。14 岁男生用自己仍显稚嫩的脊背，担
起老人脆弱无助的身躯。有网友评论“柔弱的肩膀下
有着一颗火热的善心”“在小杨身上看到了当代中国少
年的青春与善良”。

新华社北京11月16日电(新华社记者姜琳) 为推
动解决问题关口前移，降低劳动者维权成本，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 16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动
人事争议协商调解工作的意见》。

意见部署了哪些强化劳动人事争议协商调解的举
措？遇到工资发放不及时、公司强迫加班等问题时，谁
来帮助和支持劳动者与单位协商调解？怎么确保协商
调解协议的有效执行？

发生争议时能和单位协商吗？

“在我国，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人事争议，
可以通过协商、调解或仲裁、诉讼方式解决。协商是劳
动人事争议办理的法定程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调
解仲裁管理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随着市场主体数量的快速增长，劳动人事
争议也相应增加。由于用人单位大多在劳动关系中处
于强势地位，劳动者往往很难与其进行平等协商，不得
不通过仲裁甚至诉讼方式来解决，由此耗费大量时间
和精力。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各级
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和仲裁机构办理的劳动人事争
议案件数量已攀升至 263.1 万件，涉及劳动者 285.8 万
人，涉及结案金额576.3亿元。

“这些案件大多案情并不复杂，涉及金额也不高，
平均涉案金额只有2万多元，但是会影响劳动者的基本
权益，甚至影响一个家庭的生活。如果能够通过双方
协商或者第三方调解就将矛盾化解，有利于更好维护
劳动者利益，更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中国社科院法
学研究所社会法室副主任王天玉说。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
制，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会治理制度”。此次出台的意见，正是落实相关要
求、推动源头治理的重要举措。

劳动者怎么和单位协商调解？

意见要求用人单位畅通劳动者诉求表达和利益协
调渠道，建立完善内部申诉、协商回应制度，及时回应
劳动者协商诉求；工会、企业代表组织帮助劳动者与用
人单位开展争议协商。

根据意见，劳动者可以通过用人单位设立的负责
人接待日、劳资恳谈会等提出自己诉求，也可以向工
会、企业代表组织推动用人单位建立的劳动者申诉渠
道和争议协商平台反映自己的协商要求。

协商不成的，劳动者可以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
“意见强调发挥各类调解组织特色和优势。”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调解仲裁管理司上述负责人介绍，劳
动者发生劳动人事争议，可以向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
员会、基层人民调解组织、乡镇（街道）调解组织、行业
性或区域性调解组织、以及这次意见明确的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院调解中心申请调解。
这位负责人举例说，某城市产业园区企业因转型需

要进行人员优化，不幸被裁员的员工如不认同公司决
定，或者不同意补偿标准，则可以向用人单位劳资专员
或工会等提出协商；协商不成的，可以通过“12333”人社
服务热线等搜索调解组织的电话，寻求调解员帮助。

近年来，为更好解决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
业形态人员与平台企业发生的争议，在北京、辽宁、上
海、浙江、广东、贵州等地，已经建立了一批新就业形态
调解组织，相关从业人员也可以向这些调解组织申请
调解。

协商调解达成协议后如何落实？

劳动者申请协商、调解后，可以向工会组织、调解
组织提供用工信息，包括是否签订劳动合同、签订劳动
合同的时间及期限，工资构成，加班情况等。

根据意见，劳动者申请协商后，人社部门、中小企
业服务机构、工会、企业代表组织等应提供咨询解答、

释法说理、劝解疏导、促成和解的服务。
“意见提出，协商一致后，工会组织要推动和解协

议的履行，并明确经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审查的
和解协议，可以在仲裁、诉讼程序中作为证据使用。这
一规定大大增加了和解协议的效力。”王天玉表示。

针对第三方进行调解后双方签订的调解协议，最
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在今
年年初下发关于建立劳动人事争议“总对总”在线诉调
对接机制的通知中，已经强化了司法保障调解协议的
效力。

通知提出，经司法确认的调解协议或者法院在调
解程序后出具的调解书生效后具有与法院判决相同的
法律效力，可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在王天玉看来，这次意见进一步明确，要加强对当
事人履约能力评估，达成调解协议后向当事人发放履行
告知书。调解组织要引导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提起仲裁
审查申请或者司法确认申请。这些举措将加大调解协
议的落实力度，有力解决实践中调解协议履行难问题。

推动关口前移降低维权成本
——聚焦《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动人事争议协商调解工作的意见》

14岁少年背白发老人回家

网友点赞“柔弱的肩膀炽热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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