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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员 胡建兵

日前，杭州首份区域性“能级工资”专

项集体合同在临安区玲珑街道签订。据

悉，本次区域性“能级工资”专项集体合同

重点针对技术技能类、技能竞赛类、荣誉称

号类、学历提升类、创新创造类等五大能级

模块确定津贴和奖励，将惠及小微企业职

工6400余人。

如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蔚然成

风。各级工会组织不断推进“职工创新工作

室”建设，职工创新成果越来越多，且涉及面

越来越广，有的还涉及关键共性技术、前沿

引领技术。如何更好地激发职工创新创效

动能？必须对职工创新创效给予重奖！杭

州首份区域性“能级工资”专项集体合同按

创新要素分配，以“智改”促“产改”，培育高技

能工人队伍，赋能“产改”走深走实。

“能级工资”是指用人单位根据岗位评

价因素、职工能力级别、工作绩效考核等确

认工资标准的分配方式。职工方代表和企

业方代表围绕技能提升、技术提级、荣誉奖

励、创新奖励、学历补贴等议题进行协商，

将职工技能等级与薪酬挂钩、薪酬待遇与

获得荣誉激励配套，体现以技提薪、以技留

人的导向，引导职工主动学习、提升技能，

助推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当下，从全国范围来看，职工技术创新

“出力与获利不对等”状况仍普遍存在。对于

职工创新创效大多只是发发证书进行激励，

而没有实质奖励。一些地方把职工的创新成

果转化为收益后，职工甚至拿不到分文。推

进“能级工资集体协商”，可实现企业和职工

双赢多赢，引导企业建立技能人才职级制，畅

通技能人才职级上升通道，对工程技术类岗

和生产操作类岗按不同职级设置，并明确对

应职级岗位工资水平；同时，通过设立竞赛获

奖专项特殊津贴、带徒津贴、荣誉津贴等，让

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贡献突出者多得。

创新创效是职工实现和提升自身价值

的重要方式，也是企业求得生存和谋取发

展的通道，更是企业未来发展的关键所

在。职工自始至终是创新创效发展的主力

军，只有把职工的创新创效热情和潜力发

挥出来，企业才有不竭的发展动力。

杭州首份区域性“能级工资”专项集体

合同，正是把准了企业和职工需求的脉。

这种做法将更好地促进职工技术创新，为

企业发展创出更多“金点子”。相关部门也

需进一步跟进，助力打通职工创新创效成

果转化的难点和堵点，将更多成果成功转

化，使这些成果发挥出更多效能，造就一支

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

献的产业工人队伍，帮助技能人才、科研人

员等普通劳动者通过奋斗和努力获得更多

收入，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

徐海

不久前，商务部等 13 部门印发《全面推进城

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3—

2025）》（以下简称《计划》），提出到 2025 年，在全

国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推动多种类型的一刻

钟便民生活圈建设。

2021 年以来，全国有 80 个城市参与城市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试点。截至今年6 月底，试

点城市累计建设便民生活圈 2057 个，直接服务

社区居民 4201 万人。此次《计划》从优化商业网

点布局、创新社区消费场景、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等方面，对“圈”内生活提出更详尽的规划，不断

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问需于民，画好美好生活“幸福圈”。新小区

周边配套是否齐全，老小区附近菜场是否更新，

养老机构、社区食堂、托儿所是否满足“一老一

幼”需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需要下足绣

花功夫，因地制宜、因圈施策，摸清“有什么、缺什

么”，科学编制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方案，研究

“补什么、如何补”，努力把居民“需求清单”转化

为“满意账单”。

科技赋能，打造便民服务“智慧圈”。随着

“互联网+”飞速发展，科技成果日益融入寻常百

姓家。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清源社区把菜市场

开到“云端”，通过线上预约、农场配置、线下送货

方式，为居民提供优质生鲜产品。浙江省衢州市

春江月小区为老人配备智能手环，用于 GPS 定

位、心率和血压监测。鼓励应用各种新兴技术，

创新发展线上交易、智能结算、远程医疗等服务

模式，提升服务质量和管理效率，拓展便民生活

圈应用场景，才能提高生活圈的智能含量。

优化布局，构建经济发展“活力圈”。社区商

业消费的频次高、客流稳定，投资门槛较低、经营

方式灵活，是活跃市场经济、吸纳就业创业的重

要力量。支持经营主体特色化、多元化发展，科

学规划商业网点布局、动态调整业态结构，让联

通经济社会的“毛细血管”更加通畅，有助于为经

济发展的“肌体”增添更多活力。

2023年暑运自7月1日拉开帷幕，至7月31日时间过半。面对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叠加，铁路、电力、民航等部

门强化安全检查、优化服务举措，确保旅客平安有序出行。

新华社 王鹏 作

积极保出行

张智全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依法保

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的11个

典型案例，涉及“涉案企业合规改革”

“保护民营企业、企业家名誉权”“依法

平等保护”“挽救困境民营企业”“善意

文明执行”等多个方面，集中展示了人

民法院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取

得的成效。

民营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

引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企业

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对繁荣经济、稳

定就业、促进创新发挥了不可或缺的

积极作用。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

独特作用和重要地位，内在地要求对

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依法加以

平等保护。司法作为公平正义的最后

屏障，应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与时

俱进筑牢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合法

权益的司法防线，努力让民营企业吃

下权益有保障的法治“定心丸”。

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首

先有赖于平等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

业家的权益。虽然近年来我国司法在

这方面卓有成效，但民营企业产权和

企业家权益的依法保护依然任重道

远。这要求司法在一以贯之加大对民

企权益平等保护力度的同时，应以典

型案例为切入点，积极营造平等保护

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的浓厚法

治氛围。“有恒产者有恒心”，此番最高

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体现了善意司法、

文明司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

企业家权益的价值取向，有助于坚定

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权益有法治保障的

恒心。

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公平

竞争的市场环境。一些民营企业感到

这方面的话语权不足，更渴望司法对此

有更多实招。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既

有注重以规则的“确定性”、法律适用的

“统一性”“平等性”确保民营企业从容

应对市场“不确定性”等典型做法，也有

加强民营企业家名誉权保护、防止抹黑

造谣等不正当竞争的新举措，诠释了人

民法院为民营企业打造法治化营商环

境的不懈探索，必能让民营企业对依法

公平竞争有更积极的预期。

创新是激发民营企业活力的重要

抓手，而如何依法保护创新，是民营企

业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此次发布

的涉“万糯 2000”育种材料商业秘密纠

纷典型案例，明确了育种材料亲本商

业秘密的保护条件和保护路径，回答

了育种创新成果保护领域的诸多共性

问题，堪称保护创新的典型范本。发

布此类案例，有助于发挥以案释法效

应示范和引领作用，推动民营企业坚

定不移走创新发展之路。

此外，典型案例对民营企业破产

中衍生的关联实务难题化解、民事执

行中如何“放水养鱼”以避免企业“伤

筋动骨”、民营企业内部人员犯罪、企

业合规改革等热点问题都有所涉及，

有助于让民营企业在鲜活案例释放的

司法服务温情中消除发展疑虑。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

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提出：依法保护

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使各种

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

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

护。在此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相关典型案例，对涉民营企业权益保

护的“痛点”“难点”作出回应，可谓意

义重大。司法机关应常态发布此类典

型案例，让民营企业在“一个案例胜过

一沓文件”所营造的浓厚法治氛围中，

真切感受到权益平等保护的司法防线

正在不断巩固，从而心无旁骛地谋求

发展、锐意创新。

“能级工资”来了，就是要让奋斗者多得

问需于民
画好美好生活“幸福圈”

筑牢平等保护民营企业权益的司法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