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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劳动者邓某、陈某通过全
国劳动人事争议在线调解管理平台在线申
请，请求帮助他们讨回应得的劳动报酬。
拉萨市劳动仲裁院工作人员获悉情况后，
立即与双方当事人取得电话联系，详细调
查了解争议纠纷具体情况，得知该争议纠
纷属用人单位因自身原因导致两位当事人
的劳动报酬被拖欠。在详细了解了双方争
议纠纷重点后，拉萨市劳动仲裁院工作人
员向该用人单位讲明法规，强调拖欠劳动
者工资报酬属于违法行为，并要求用人单
位必须及时、全额支付所拖欠劳动报酬。
不久，拉萨市劳动仲裁院工作人员便接到
两位当事人电话答复称，已收到46万元劳
动报酬。

“以‘互联网+调解’服务平台方式调解该
争议纠纷，实现了当事人调解网络申请、调处
服务，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双方当事人各自利

益诉求，及时化解争议纠纷，降低了当事人的
诉讼成本和时间，解除了当事人的后顾之
忧。”拉萨市劳动仲裁院仲裁员索朗次仁说。
未来，“互联网+调解”也将成为拉萨市劳动仲
裁院的常态化工作模式。

全国劳动人事争议在线调解管理平台分
为前台和后台操作模式，前台为劳动者和用
人单位提供公共服务，后台为调解组织和调
解员提供管理服务。主要功能为公共服务功
能，为当事人成功调解在线申请，并提供相关
法律政策和案件处理进展查询等服务，实现
劳动人事争议调解“马上办、网上办、就近
办”。同时，通过全国劳动人事争议在线调解
管理平台，为调解员提供规范的案件办理流
程、调解文书模板、相关法律法规和案例库等
办案辅助服务。各级调解仲裁机构可通过后
台掌握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基本信息，加强对
调解组织和调解员队伍的关联。

开展“互联网+调解”工作，是推进“互联
网+人社”工作的具体举措，对于提高劳动人

事调解工作效率、减少群众跑腿次数、加强人
社系统行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拉萨市开通全国劳动人事争议在线调解服务平台

网络调解帮他们讨回46万元劳动报酬
“大家看，这就是咱们的在线调解管理平台……”一次线下培训正在拉萨市劳动仲裁院举行。记者从拉

萨市劳动仲裁院获悉，3月末，该院已顺利开通全国劳动人事争议在线调解服务平台。近日，该院运用全国
劳动人事争议在线调解管理平台成功调解两起拖欠劳动报酬争议纠纷，目前两位当事人已成功领取到被拖
欠劳动报酬46万元。 文/图 记者 赵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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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讯（记者 梁兰）日前，广东省委组织
部、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九部门
联合印发《2020年广东省高校毕业生“三支一
扶”计划实施工作方案》，正式启动2020年广
东省“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工作。记者了解
到，西藏籍普通高校毕业生可报名参加，要求
年龄不超过30周岁。已参加过“三支一扶”
的高校毕业生不能再参加。网上报名时间为
5月11日至5月25日。

招聘按照公开招募、自愿报名、量化测

评、公平选拔、统一派遣的方式，今年广东省
计划招募2000名高校毕业生，到山区县及东
西两翼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
农（水利）、支医和扶贫工作，服务期为2年。

有服务基层意向的大学生可登录广东省
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专题网（http://www.
szyf.org.cn）、广东省人社网（http://hrss.gd.gov.
cn）、广东人才网（http://gdrc.gov.cn）查询并
按要求报名。

为促进“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在基层成

长成才，广东建立健全基层人才培育体系，各
主管部门及用人单位将“三支一扶”人员的政
治教育、服务保障等纳入工作台账，主动将

“三支一扶”人员纳入行业人才培训范围，优
先安排参加相关专业技术和技能培训，多角
度提高“三支一扶”人员专业素养。各服务单
位普遍实行“导师制”“新型学徒制”，建立“一
对一”传帮带制度，促进“三支一扶”人员成长
成才。

同时，广东省财政将按照每人3000元的

标准实施能力提升专项计划，构建起以岗前、
在岗、离岗培训为基础，贯穿整个服务周期的
教育培训机制。

值得一提的是，“三支一扶”人员工作生
活补贴由2006年每人每月600元提高到目前
不低于3600元。此外，各级财政还承担社保
补贴1008元、交通补贴1000元、安家费补贴
3000元，服务期间为每人支付培训费3000
元。各地还给予每人每月500至1000元的其
他补贴。

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可报名参加广东省“三支一扶”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