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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东门··

新事

10月19日，黄浦区第一家“一网通办”24
小时政务服务自助区在小东门街道社区事务受
理服务中心正式对外开放。
“一网通办”24小时自助服务区通过“刷

身份证（或扫随申码）+人脸认证”进入，目前
配备了一网通办自助服务个人事务终端、一网
通办自助服务企业事务终端、自助电脑、社会保
险查询机、医保自助服务机和自助证照柜等智
能设备。
个人事务端集成了档案、公安、人社、医保

等多个部门共计66项（办理类 32项、查询类
34项），涵盖新版社保卡开通、就医记录册的更
换、申领、补发、城保缴费情况打印、医保个人信
息查询等多项热门业务，同时提供各类电子证
照打印。
企业事务端“店小二”和“高效办成一件

事”系统，将办理自助申报、开店、网约车等行政
服务延伸至“家门口”。
对群众而言，“一网通办”24小时自助服务

区在时间、空间上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对街道而
言，自助服务区的扩容有效缓解了事务受理大
厅的服务压力，降低了服务成本。
疫情防控常态化期间，自助服务区内的设

备将定时消毒，并摆放免洗洗手液供办事群众

使用。
“一网通办”小东门街道24小时自助服务

区正式对外开放。由此，小东门街道政务服务在
空间上完成了全覆盖，在时间上延伸至了全天
候。
时间回到2018年10月，随着“全市通办、

一网通办”工作的推进，事项办理不再受户籍、
居住地限制。小东门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

心结合街道“零距离家园”工程，以“小阵地、大
服务”为宗旨，将事务咨询、预约、办理延伸至楼
宇，先后在BFC杭州银行党群服务点，金外滩、
久事大厦党群服务站嵌入社区事务受理功能。
两年来，可办理事项从最初10大类76项到如
今12大类191项，服务内容从单一的事务受理
到政策进企业、个性化服务，逐步形成了党建引
领、多样服务、多方受益的工作新模式。

服务延伸至楼宇的同时，社区事务受理服
务中心积极参与居民区“全岗通”建设，设立居
民区联络员，由前台业务骨干定人、定点提供政
策培训、业务咨询和事务预约、代办等。同时，强
化联络员与居委干部双向能动，疫情期间集中
推出了“掌上办、网上办”事项清单和流程，未来
还将在黄浦区社区综合服务信息平台中推出高
频简单事项20件，力争实现社区群众咨询不出
小区门、简单事务居委上网办、复合事务中心跑
一次的愿望。
如今，“一网通办”小东门街道24小时自

助服务区的开放，突破了办理时间、空间的限制，
全程网办当场办结、自助打印；原件预审材料自
助上传、存放；办结事项证照预约取件；依托“一
网通办”+24小时自助政务服务，东门初步实现
了个人办事“一（证）码通、就近办”，企业办事
“一照通、网上办”。

随着“一网通办”24小时自助服务区开发
运行，将会有更多便民利企服务事项融入。小东
门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也将依托“一网
通办”政务服务平台，借助运管平台、人工智能、
“随申办”市民云、微信公众号等信息化手段，结
合中心自身优势，倾力打造东门特色的全方位
服务体系，为东门营造一流的政务服务环境。

黄浦区第一家“一网通办”
24小时政务服务自助区正式对外开放

□通讯员 钱文伟

“我要我的工资，这是我的权利。”来沪
从业人员陈某急迫地表述着自己的要求。这
是近期发生在黄浦区劳动人事争议联合调解
中心小东门分中心的一个劳动争议案件。
随着网络科技的进步，各行各业出现了各

种新的工作岗位。陈某在某公司网络平台担任
主播，主要工作内容为销售企业产品。因各种
原因，其在今年7月与该公司解除劳动关系，
但公司至今未支付当月销售提成，并且陈某与
公司协商未果。陈某在网上了解到劳动争议调
解的途径，情急之下申请了网上调解。

调解员初次与该公司沟通时，公司不认可
与陈某存在劳动关系，负责人表示，双方只是
合作关系，陈某是网络主播，与公司约定的仅
是在网络平台销售公司产品。陈某对公司说法
不予认可，并提供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来证
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合同上约定了岗位
为网络销售。本以为案情已经明朗，没想到该
公司再次否认，称网络主播是自媒体，双方建
立的是经济合作关系，不可签订劳动合同。

网络主播是一个新兴行业的新岗位，法
律目前没有具体规定，双方分歧又较大，给案
件的调解增加了难度。
但是“身经百战”的调解员直面新挑战，

经多次电话联系与双方沟通协商，并协调双
方到小东门街道联调分中心当面沟通。在现
场调解过程中，双方对于陈某担任网络销售
员销售公司产品没有争议，但对于网络销售
员这一新型岗位能否与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存
在争议。调解员释明了劳动法关于“劳动合
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
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建立劳动关系应当
订立劳动合同”、“工资应当按月支付”等法
条内容，向公司指出，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
而网络销售员不能建立劳动关系缺少法律依
据；亦向该公司分析了即使双方是经济合作
关系、个人付出劳动也应支付相应报酬的情

况。该公司负责人最终认可了与陈某之间的
劳动关系，当即计算并支付了陈某 7 月份的
销售提成，陈某当场撤诉。这起新行业、新工
种的劳动争议终于圆满画上句号。
今年基于疫情，小东门街道联调分中心

的调解员们积极发挥网上调解、电话调解的
作用，目前已受理劳动争议调解 242 件，调
解成功 196 件，调解率达 81%，有效促进了
辖区劳动关系的和谐。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
越多的行业新岗位会出现更多的新型劳动争
议，小东门街道联调分中心将紧跟社会时代，
不断学习，积极化解每一件劳动争议，切实保
障社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新行业新岗位 看调解员如何化解

纠错有奖
欢迎大家来做

如果您在阅读本月《社区晨报》时发现任何差错，可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海社区发布”并于后台直接留言，将您发现的问题发送
给我们（注明报纸名称、所在版面、文章名称、差错细节，本期截止日期为11月1日）。本月纠错质量最高的一位读者，将成为最佳
“啄木鸟”，并获得100元的现金奖励；本月纠错质量相对较高的另外十位读者，则将成为优秀“啄木鸟”，并获得纪念品一份。

2020年 9月优秀“啄木鸟”：吴毓、张德胜、李群、陆晓地、唐金虎、王亦轩、吴兢、林锋、万燮枬、赵水生
2020年 9月最佳“啄木鸟”：曹酉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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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公布新冠肺炎防控十类场景个人防护须知
市健康促进中心提醒广大市民：面对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与秋冬季常见呼吸道传染病流
行的双重压力，应自觉加强自我防护，坚持落
实“科学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注意个人
卫生”的“防疫三件套”。在公共交通工具、办
公场所、学校等十类场景中应认真做好各项防
疫措施，做到思想不松懈、防控要到位。

一、公共交通工具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应全程佩戴口罩；
●积极配合交通部门采取的测温、查验随

申码等防控措施；
●尽量减少碰触公共物品，注意手卫生；
●乘坐公交车、出租车时，可适当开窗保

持通风。

二、办公场所
●乘坐电梯或进入其他人员密集场所需

佩戴口罩；
●加强通风换气，保持公共区域和办公区

域环境整洁；
●对复印机、电话机等公用办公设施定期

进行清洁消毒；
●减少会议或控制会议规模，参会者之间

留有一定距离，会议期间保持开窗通风。

三、学校
●学生应根据校方要求做好健康监测，出

现发热等症状应及时就医；
●学生在校园内可不佩戴口罩；
●教室、宿舍等做好通风消毒；
●勤洗手，不用脏手触摸眼口鼻；
●家长接送孩子时避免聚集。

四、医疗机构
●就医者应提前了解就诊流程，缩短在医

疗机构内逗留的时间；
●进入医疗机构应配合测量体温，主动出

示随申码，并全程佩戴口罩；
●勤洗手或用免洗手消毒剂保持手卫生，

不用脏手触摸眼口鼻。

五、商场（超市）
●提前列好购物清单，减少逗留时间；
●选择通风良好、环境清洁的商场（超

市）；
●在相对密闭场所和人群密集处应佩戴

口罩；
●购物时尽量与他人保持一米以上的社

交距离，避免用脏手触摸眼口鼻；

●尽量使用非接触式的电子化支付方式。

六、餐厅
●选择间距较大、通风良好的位置落座；
●避免拥挤，可错峰就餐或者打包外带享

用；
●用餐前应规范清洗双手；
●两人以上合餐时使用公筷公勺；
●尽量使用扫码点单和非接触式的电子

化支付方式。

七、影剧院
●提前预约购票，并准备好随申码，配合

测量体温；
●观影观剧期间全程佩戴口罩，并尽量减

少饮食；
●有序入场和退场，避免拥挤，保持社交

距离；
●接触公共物品后及时洗手，不用脏手触

摸眼口鼻。

八、会展中心
●提前预约购票，主动出示随申码，配合

测量体温；

●观展期间全程佩戴口罩；
●注意与他人保持社交距离，避免聚集扎堆；
●及时洗手或使用免洗手消毒剂保持手

卫生，不用脏手触摸眼口鼻。

九、宾馆
●选择入住卫生条件较好的宾馆；
●配合宾馆采取的测温、查验随申码等防

控措施；
●乘坐电梯需佩戴口罩；
●进入房间，应先开窗通风；
●自备水杯、毛巾等个人用品；
●尽量使用非接触式的电子化支付方式。

十、居家
●经常开窗通风，保持居家环境清洁；
●外出到家、饭前便后、接触生鲜食材后，

都应规范清洗双手；
●生熟要分开，海鲜水产和肉蛋类食物一

定要烧熟煮透；
●两人以上合餐时使用公筷公勺；
●家中常备口罩、免洗手消毒剂等防疫物

品；
●做好全家人的健康监测，出现发热等症

状应及时就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