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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汐窗口在办事高峰期开启，
避免群众等待时间过长，是根据办理
业 务 人 数 的 多 少 而 动 态 调 整 的 窗
口。”区人社局社保中心征缴服务科
负责人潘晓静告诉记者，该窗口可对
群众需求量较大的业务进行合理分
流，缓解办事压力，减少大量人员聚
集，减少群众等待时间，提高工作人
员的办事技能及办事效率。
　　在社保服务大厅导服台前，记者
看到工作人员正在有序引导办事群
众进行抽号。原来，导服台抽号设置
了“小件速办业务”，确保办理简单业
务的群众即办即离，实现窗口日均办
理业务百余件次。除此之外，大厅还
单设补充工伤保险受理窗口，为企业
参加补充工伤保险开辟绿色通道。
今年已有81家企业参加了补充工伤
保险，参保人数达4000余人。
　　另外，大厅新开设的“社保暖心之
家”，老花镜、放大镜、轮椅、口罩等暖心
物品一应俱全，供有需要的人群取用；

“助老爱老暖心服务”“急难愁盼帮办
代办”等暖心举措充分实现“行动落
地”；设立“群众、企业‘办不成事’反映
受理核查办理登记表台账”，让“办不
成事”专柜成为解决企业群众需求的

“万能钥匙”，真正做到“暖心驿站暖人
心，服务群众零距离”。
　　如今，通过优化工作模式，社保
大厅每天的服务能力从200余人次上
升至400余人次，实现了效率翻倍。

　　“不见面、零跑腿、网上办、高质
效”，这是区人社局开创的数字化转
型服务网办新模式，也是全省首个社
保领域“云社保”——— 一站式政企即
时沟通网办平台的服务理念。
　　记者了解到，平台为参保企业和
群众提供“提、帮、询、答、协”五大云端
创新服务举措，企业和个人通过“钉钉”

“微信”云社保即可实现业务网上咨询
和网上办理，接收最新的政策通知、最
新的办理地点及提出合理意见。
　　同时，同步设立23个镇街企业交
流群、一对一行业群，大厅业务骨干

进驻群内，围绕群众关注的社保政策
和热点问题进行答疑解惑，帮办代
办，真正做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
少跑腿”。仅3月15日至4月15日一个
月的时间，就完成云接待社保咨询
4748人次，回复消息总数6831条。
　　“7×24小时全天候服务”“录入高
频业务政策知识点330余条”……为
解决社保中心电话咨询与人力资源
不匹配的矛盾，区人社局自3月底试
运行“AI社保”智能语音系统，以智能
化方式为群众提供电话咨询解答，畅
通咨询渠道，进一步提升社保综合服
务水平。目前系统已收集留言问题
132个，并全部反馈答复完毕，同时转
交业务科室，及时跟进回访办理工
作。 

　　“大家一定要‘手把手’教会群众
在手机上办理业务，让群众少跑腿，
免去来回跑的麻烦。”这是区人社局
社保政策“进镇街”宣讲培训中的一
个场景。进入4月后，此类宣讲培训
活动已经举办了十几场。
　　为加深企业对社会保险政策的
了解，提升镇街社保经办水平，区人
社局主动对接、提前摸排各镇街实际
需求，组织业务骨干成立社保政策宣
讲团，重点围绕社会保险费缓缴、个
人养老金制度、工伤补充保险、基层
社保业务经办等方面进行详细讲解，
并与参训人员现场互动、答疑解惑。
　　同时，该局还通过推进政策下沉
式服务，精准指导企业及个人进行业
务办理，实现上下协同联动，同时鼓
励企业积极通过“云社保”平台办理
业务，从线下走向线上；手把手教会
网上办理流程，有效提高各镇街辖区
内相关企业负责人、人社专员、部分
居民的经办业务水平和操作能力。
截至目前，已对胶南街道、灵山卫街
道等4个镇街进行了宣讲培训，受训
企业100余家，400余人次。
　　下一步，区人社局将以简单业务
自助化、疑难业务集中化、日常业务便
捷化为原则，持续优化完善经办工作，
大力推进社保服务下沉，为企业和群
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社保综
合服务，让群众少跑腿、就近办，为新
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贡献人社力量。

区人社局聚焦群众需求，延伸社保服务触角，持续提升业务水平和服务效能

服务下沉“多跑路”，群众办事“少跑腿”

　　云社保客服人员帮助市民在自助电脑上网办业务。（本报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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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静　本报通讯员 曹雨婷 侯敬江

　　“我在业务高峰期的时候来办社保业务，原以为需要排队等一段时间，工作人员了解了我的需求后，把我带到了潮汐窗口，没想到几分钟的时
间就办完了业务。”市民高秀兰对西海岸新区社保服务大厅办理业务的潮汐窗口赞不绝口。
　　随着群众、企业需求增多，西海岸新区社保中心的业务量也随之增加。今年，区人社局继续把群众需求作为改进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力
延伸社保服务触角，扩张社保服务“毛细血管”，畅通优化营商环境“大动脉”，持续提升业务水平和服务效能，推动新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仪博文

　　人力资源是企业发展的关键，而
劳动用工法律风险是很多企业可能
面临的问题。青岛某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成立于2015年，是一家专门从事
计算机软件、硬件开发、通讯设备及
设施安装维护的中小企业，因业务经
营需要，企业采取招用灵活就业人员
的方式开展室外网络布线工作。由
于部分兼职人员已达退休年龄，无法
缴纳工伤保险，企业用工存在风险。
西海岸新区惠企法律服务团队山东
文康律师事务所经过多次走访座谈
了解情况后，依据《企业劳动人事合
规指引》《青岛市补充工伤保险办法

（试行）》，不仅帮助企业成功申请缴
纳补充工伤保险，还进一步帮助企业
搭建起完善的劳动人事合规体系，为

企业化解用工风险、持续健康发展提
供有力法治保障。
　　《青岛市补充工伤保险办法（试
行）》是青岛市今年新出台试行的惠
企惠民新政，其中新设置的“职业伤
害保险”将游离于基本工伤保险制度
之外的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范围，
同时该险种在同等缴费标准下，保障
水平高于普通意外险，在保障伤残职
工基本劳动权益的同时，可进一步缓
解因劳动关系界定问题产生的劳动
纠纷，进而降低企业的经营负担，让
企业“轻装上阵”。
　　结合企业用工难点堵点，惠企法
律服务团队向企业详细讲解了最新
实施的补充工伤保险政策并为其匹
配最优投保选项，即以企业为单位，3
人起保，每人每月仅需缴纳46元，即
可享受最高赔付额2万元、报销比例

高达85%的医疗保障及最高60万元的
身故赔付保额，这是针对该企业工伤
风险防范的“最优解”，在最大程度保
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同时降低了企
业工伤理赔风险。
　　同时，该企业不少灵活就业者承
担着风险较大的室外布线工作，亟待
解决劳动用工安全和职工工伤保险
保障问题。为了帮助企业构建和谐
的劳动关系，助力企业行稳致远，惠
企法律服务团队结合青岛市下发的

《企业劳动人事合规指引》，帮助企业
系统梳理了用工模式、人员招聘录
用、入职检查、工作时长、薪酬发放、
职业病防治，以及劳动合同解除的风
险点，帮助企业建立起系统的劳动人
事合规体系。
　　企业在申报最新补充工伤保险
政策时提出，希望惠企法律服务团队

对申报材料和具体办理流程进行指
导。惠企法律服务团队主动联系补
充工伤保险业务承办部门的相关负
责人，并通过多种渠道获取办理参保
业务所需的材料、步骤等信息，为企
业提供了详尽的申报准备建议，最终
帮助企业一次性办结业务，成功为员
工缴纳补充工伤保险。同时，惠企法
律服务团队还对企业日后申请最新

“职业伤害保险”需要进行的报案、伤
残鉴定，以及理赔流程进行了辅导，
让惠企政策在企业精准落地。
　　下一步，惠企法律服务团队将认
真研究学习相关政策，进一步加大对
补充工伤保险政策的宣传力度，为企
业做好政策享受的事前讲解、事中指
导、事后跟踪服务，与政府、企业、劳
动者同向用力，共同营造企业发展的
良好环境。

西海岸新区惠企法律服务团队多措并举助推补充工伤保险政策落地

让企业“轻装上阵”，为职工“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