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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有一名员工工伤后去踢球，
结果伤情加重，老板人好，依然给他盖
章认定为工伤，请问后期治疗期间的薪
资要继续发吗？”在黄岩区政协“委员工
作室”的网络平台，法律服务委员工作
室李雪云律师收到了一条咨询信息，仔
细跟对方了解相关情况后，她立刻进
行了专业的回复，“盖章应属工伤认定
行为，一旦认定为工伤，公司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且停工留薪工资应由公司发
放……”

“这个平台真的帮了我大忙了，像一
些法律方面的咨询，我都是在委员工作
室平台上咨询的，他们都是法律行业领

域的佼佼者，更让人信服。”牟女士是我
区一家模具企业负责人，曾与另一家配
件企业产生经济纠纷，在求助线上“法律
服务委员工作室”后，事情皆得到了圆满
解决。

劳资矛盾、合同风险、债券纠纷等纠
纷是企业经营中常见的问题，为服务企
业发展，助力优化营商环境，区政协法律
服务委员工作室多次主动对接企业，
深入调研，将咨询服务建在模具、塑料
等重点产业链上。

自2023年6月起，黄岩区政协“委员
工作室”在浙里办启动上线。围绕“助发
展、惠民生、聚共识、促和谐”的功能定

位，区政协的 35家委员工作室中，已有
15家委员工作室在“浙里办”上线运行。
它们分为界别型、集体型，主要面向界别
群众和身边群众提供法律、医疗、教育、
农业、金融、文化等领域的公益咨询服
务，尤其在法律和金融方面，线上“委员
工作室”为各领域企业及经营主体解决
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老大难”问题，
解决企业发展“后顾之忧”。

截至目前，区政协委员工作室线上
共开展咨询服务活动 489次，线下共开
展各类活动80余批次，服务群众3600多
人次，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建议 200多条，
形成社情民意信息30多条。

区政协区政协：：打造打造““委员工作室委员工作室++””模式模式 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

深入群众、联系界别、协商议政、凝聚共识……近年来，区政协积极探索“委员工作室+”工作模式，通过加强与相关界别、行业领域
等协同联动，形成密切协作的工作体系，打造出委员履职新平台，架起联系服务发展“连心桥”，推动政协履职向基层延伸，彰显人民政协
为人民的实践担当。

踏春时节，上垟乡的百亩梯田迎来
了一波又一波游客，除了油菜花海的壮
丽景色，花海之间还有一场精彩绝伦的
歌舞表演。“真是人在画中游，没想到在
乡间花田里还能看到这么美的舞蹈！”一
位来自椒江城区的游客说道。

原来，这是区政协产教融合委员工
作室联合台州科技职业学院的青年学子
们开展的“文艺赋美乡村”活动，他们把
惠民文艺演出送到了田间地头，将油菜
花美景与舞蹈艺术完美结合，以文艺增
添乡村文化新活力，引“流量”为“留量”，
助力打造上垟“网红打卡点”。

“委员工作室把文艺送到乡间文旅
的舞台上，不仅仅是为了文化惠民，更是
为了以产教融合创新机制来推动文旅产
业发展，帮助实现教育实践与地方农文
旅产业的深度融合。”区政协委员翁闵
说。

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的上郑
乡，山地资源丰富。去年上郑乡招引华能
集团，建设300MV高山农光互补共富工
坊。为助力新能源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
推进黄岩西部低碳共富项目工作顺利开

展，近期，区政协法律服务委员工作室成
员来到上郑乡，通过为期三个月的全面
深入走访调研，完成了智慧农光综合项
目的监督评审调研工作。

“感谢委员工作室成员们在这项工
作上的付出，他们的评审调研结果深入
全面、数据详实，为上郑乡推动智慧农光
项目的深入开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上郑
乡党委书记葛文彪说。

围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乡
村振兴，加快共同富裕，区政协将工作重
心下移、资源下沉，把委员工作室建在了
助力乡村共富的道路上。截至目前，区政
协共建成35家委员工作室，其中界别型
委员工作室 6家，集体型委员工作室 10
家，乡镇街道（三位一体）委员工作室19
家。为顺利推进乡镇街道委员工作室建
设，区政协还专门组建了19个乡镇街道
政协委员履职小组，作为乡镇街道委员
工作室的成员，以履职小组为主体开展
工作室履职活动。同时，区政协一并建立
主席、副主席联系，各专委会负责具体指
导的组织架构，实现委员工作室、履职小
组在全区所有乡镇街道全覆盖。

“如果你有莫名其妙的头晕、头痛以
及单侧肢体麻木，一定要及时就医，这种
症状的出现是提示你可能‘小中风’了。”
在北洋镇瑞岩村文化礼堂内，区医疗服
务委员工作室的朱碧宏委员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为瑞岩村村民们进行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脑梗死的预防》健康科普讲
座。讲解完脑梗死的相关知识，他和医疗
服务委员工作室的其他数十位专家还为
村民们现场坐诊。

“朱医生是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神
经内科的专家，平时号很难挂到的，现
在他们来村里义诊，还为行动不便的老
年人赠送药品、做体检。真是帮了我们
大忙了。”瑞岩村党总支书记李健笑着
说。

据了解，这不是区医疗服务委员工
作室第一次到山区“送健康”了。黄岩西
部山区优质医疗资源相对匮乏，老年人
出行不便，存在到城区看病难、买药难
的现象。为把优质医疗资源带到群众中
去，区医疗服务委员工作室多次组织专
业医疗团队到平田乡、上郑乡、上垟乡、
宁溪镇、北洋镇等地开展医疗服务。

不仅仅是医疗服务，黄岩区其他委
员工作室亦充分发挥工作室特色，深入
一线服务群众，把“委员作业”写进群众
心坎里。光明天使委员工作室的郑丹红
验光师踏遍黄岩西部山区偏远农村，为
全区家庭困难学子、农村老人捐赠了价
值超过 8万元的上千副近视镜、老花镜；
法律服务委员工作室的李雪云和法律调

解委员工作室的彭陈明两位律师，不但
为群众无偿提供法律咨询、调解，还积极
开展“送法进企业”活动……

为充分发挥各委员工作室优势特
长，搭建好政协委员联系服务群众的桥
梁纽带，在橘乡大地高质量书写委员履
职作业，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区政协出台了《关于促进委员联系
界别群众的意见》《关于开展委员履职

“服务为民”活动实施方案》，要求委员
发挥自身具备的知识、专业、能力、资
源方面的优势特长，面向社会广大群
众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这些富有特
色的委员工作室在基层受到了群众的
广泛认可，真正让群众感觉到政协很
近、委员很亲。

■本报记者 张 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