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拖欠的薪资何时能讨回？用人单位未足额缴纳保
险怎么办？申报工伤是否须经用人单位同意？昨天，南
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领导携相关处室负责人走进

“政风行风热线·一把手上线”直播室，倾听市民意见建
议，回应群众关注关切。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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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劳动权益保障机制
促进劳动关系和谐发展

被拖欠的薪资何时能讨回？

申报工伤遭单位阻拦怎么办？

多措并举
助企业赴外引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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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顾女士：
我是如皋下原镇桃李路一家

企业的员工，今年4月工作期间发
生工伤导致残疾。但是企业没有
任何说法，不交保险、不帮我申报
工伤、阻拦我申报工伤、扣发工伤
期间的工资。

市人社局工伤保险处处长马昱：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为职

工缴纳工伤保险及在事故发生之

日起30日内为职工申报工伤，是
用人单位的一项法定义务。

顾女士所反映的用人单位不
履行法定义务，没有及时为职工
申报工伤的情况下，职工及其近
亲属可以在事故发生之日起一年
内，去用人单位所在地的人社部
门申报工伤。申报工伤并不一定
要得到单位同意，企业或单位的
阻拦并不影响受伤职工本人申报
意愿的表达。

张小阳：
建议人社部门今后进一步完善劳

动权益保障机制。加强裁审衔接，构
建多层次、全方位的劳动人事争议处
理的格局。深化劳动关系风险监测预
警与防范化解机制，强化劳动关系预
警信息处置，全面规范建设领域工资
支付的行为，加强根治欠薪执法和源
头的治理。

市民：
希望人社局选择大学招聘路线的时候尽

量多问问我们企业的意见、建议。

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局长助理朱卫东：
从2013年开始，我们在省内率先推出了

企业赴外招聘“0”成本的服务，企业参加我
们公共人才服务机构统一组织的赴外活动，
所有交通食宿成本均由财政资金承担。为了
提高赴外对接的精度和广度，我们春秋两季
都会通过线上调查的形式，采集需求较为集
中的高校线路，提前汇集岗位信息并发送给
相关高校进行宣传预热，同时还依托我市的
35家高校工作站辐射周边高校，围绕我市优
势产业链重点服务单位的紧缺人才需求，将
工作重心下沉到相关二级学院。

我们服务单位的类型、规模不同，在人才
需求上也各有差异，下一步，我们将更广泛征
集企业的人才需求，同时也欢迎各用人单位及
时与我们联系，充分交流，提升对接成功率。

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人走进直播室回应热点问题——

首批“就近办”服务网点通过验收

今年以来，人社部门紧紧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各项事业得到长足发展。

统筹用好就业扶持政策和精准帮扶措施，
全面落实2月1日正式实施的《政府购买就业
公共服务办法》，持续优化就业创业环境，大力
帮扶重点群体就业。1月至4月，新增城镇就
业4.01万人，城镇失业人员就业1.77万人，完
成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57万人。

深入实施全民参保计划，不断健全保障
制度体系，建立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推动精
准扩面。稳步推进社银合作“就近办”，推动
社保服务“一码十办”再升级，目前首批江苏
银行17个服务网点已通过省级验收，将于近
期挂牌亮相。截至5月底，全市新增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约7.9万人。

抢抓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机遇，加
大人才“引育用留”力度，持续开展“就在南通”

“才来江海”“职引未来”三项行动，提升高校毕
业生留通返通就业率。2022年，全市新增就业
参保高校毕业生4.81万人，创历史新高。今年
一季度，全市新增参保高校毕业生10769人，
同比上升108%，引才工作实现“开门红”。

推进新时代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统
筹维护劳动者权益和企业发展，完善企业薪
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持续提升劳动关系
治理效能。全市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案件
结案率、拖欠农民工工资举报投诉案件结案
率均达到100%；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案件结
案率为81.34%。

深化人社领域“放管服”改革，持续加强
系统法治、行风和信息化建设，为企业和群众
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公共服务。加快推进省
市人社业务协同系统建设，在数字化转型中
实现各业务板块、各级人社部门之间的业务
协同和数据共享。1月至4月，省人社一体化
信息平台数据共享率、人社政务好评率均达
100%，12333综合服务满意度为93.5%。

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局长助理朱卫东：

一季度新增参保
高校毕业生10769人

市民石先生：
2018年，我被如皋一名包工

头杨某招工，在常熟帝宝新城二
期做临水临电工人，总共干了一
年。当时签了一张结算单，上面
写明总共欠我 42855 元，但他至
今未把工钱给我。

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支队长
邢建忠：

我们会将市民提供的信息转
交给如皋市人社局，让他们出面
协调。如果协调不成，有两条路
可以走。第一条路：向工作地常
熟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反映。因
为，目前工程建设领域的欠薪线
索的处置，是按照项目所在地管
辖原则处理。第二条路：依据包
工头杨某的欠条向工作地法院或
杨某户籍地法院起诉。由于石先
生为包工头杨某用工，属雇佣关
系，不属于劳动关系，其雇佣欠薪

纠纷只能通过法院诉讼途径解
决。如石先生选择走第二条路，
建议石先生首先掌握包工头杨某
的基本信息。另外，由于是2018
年的欠薪，至今已有5年，涉及时
效的问题。在此情况下，石先生
要收集2018年以来向包工头杨
某讨要报酬的有关记录。我们会
让如皋市人社局帮助石先生联系
司法部门寻求法律援助，向法院
申诉，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工程建设领域由于层层转
包、违法分包等，导致用工关系
比较混乱。下一步，我们将继续
会同我市工程建设项目行业主
管部门，对我市范围内工程建设
项目尤其是总包单位落实保障
农民工工资支付制度情况进一
步加大检查力度，对总包单位管
理不到位的，按照职责分工，与
行业主管部门一起依法予以处
理处罚。

市民：
人社业务要是能线上办理最好

了，比如在手机App上操作或者打电
话等，这样比较方便。

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局长助理朱卫东：
2021年8月11日，省人社一体化

信息平台在南通切换上线，形成了
377个政务服务事项、284个网办事
项、116个查询事项全程在线服务新
格局。截至2023年5月底，平台注册
企业用户12.2万家，个人用户196.6
万人，几乎覆盖了我市所有规模性企
业；通过政务服务平台累计办件约80
万件，便民终端总服务约1500万人
次。对外服务窗口数量比2021年进
驻时缩减70%以上，无差别办理业务
事项超过 120 个，即来即办事项达
92%以上；电脑、手机、自助终端、人社
窗口、银行网点等各种办理渠道的开
通，使得企业和老百姓办理体验感越
来越好。

同时，我们人社部门12333咨询
服务热线经过17年的发展，已形成了
电话人工服务、“江苏智慧人社”App

“在线客服”智能服务、自动语音、网
站、短信、“南通人社”微信公众号等多
渠道结合的一体化咨询服务模式，为
大家提供人社领域政策咨询、信息查
询、办事指南、政风行风投诉举报等公
共服务。市民朋友们可以根据需求来
选择不同的模式，进行咨询。

本报记者张园整理

线上办理人社业务
提升群众办事效率

市民梁先生：
我发生工伤前，公司按照当

地最低基数缴纳社保。工伤发生
后，公司按人社局下发的社保补
缴通知单给我补缴社保。我凭补
缴通知单到社保局领取一次性伤
残补助金，但社保局还是按照补
缴前的基数给我发放，中间存在
差额问题。我想知道社保未足额
缴纳问题应由哪个部门负责？我
该向谁主张自己的权益？

市人社局工伤保险处处长马昱：
原来用人单位按照最低缴费

基数缴纳社保，怎么补缴的，这个

情况不太清楚，究竟是我们社保
稽核部门在稽核过程中发现基数
有问题，督促用人单位补缴；还是
依职工本人的申请，单位主动补
缴社保。但目前的情况是用人单
位已经进行了补缴。

关于补缴前和补缴后存在差
额问题，这涉及一次性伤残补助
按照哪个基数计算的问题。目前
的政策规定，工伤待遇是按照事
故发生当时的缴费情况来核定
的，而不是以待遇结算时缴费基
数进行核定的。如果是用人单
位的原因造成的差额问题，梁先
生可向用人单位主张权益。

社保未足额缴纳如何主张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