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 20 日， 从全国总工

会获悉， 为贯彻落实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 按照中共

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

方案》 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的《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

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

干措施》部署，全总办公厅日

前印发通知，将采取“十项措

施”推动释放职工消费潜力，

进一步助力文化旅游消费，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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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与领导走得近是一把“双刃

剑”，既有潜在优势，也可能带来风险，关

键在于分寸的把握和职场环境的适配

性。 以下是具体分析：

一、可能的优势

1.� 信息与机会优先。容易获得关键

项目、培训机会或晋升信息，展现能力更

直接；领导更熟悉你的工作风格，可能给

予更多信任和授权。

2.� 快速解决问题。 沟通渠道更畅

通，跨部门协作或资源申请效率更高。

3.� 职业发展指导。领导的经验和建

议能帮助少走弯路，加速成长。

二、潜在风险

1.� 同事的孤立或嫉妒。可能被贴上

“马屁精”“关系户”标签，团队合作受阻；

功劳易被归因于“关系”而非能力，反而

削弱公信力。

2.� 领导预期过高。亲近关系可能导

致领导对你要求更严苛，容错空间变小。

3.� 卷入是非或站队。 若领导权力斗

争失利，可能连带受影响（尤其在国企或

传统企业）。

4.� 失去客观评价。领导因私人关系

忽视你的缺点，反而不利于长期成长。

三、如何把握分寸？

1.� 以专业能力为核心。保持工作成

果高质量， 避免让人认为“靠关系上

位”；公开场合减少私人话题，多聚焦业

务讨论。

2.� 保持适度边界。 避免频繁私下聚

会（如单独吃饭、送礼），尤其在同事面前；

不参与领导个人隐私或公司敏感话题。

3.� 平衡团队关系。 主动分享机会，

帮助同事对接资源，减少“偏心”感；在领

导面前客观肯定他人贡献。

4.� 观察企业文化。 外企或扁平化管

理公司： 亲近领导通常更自然； 等级森

严或官僚氛围浓的企业： 需更谨慎。

四、什么情况需警惕？

1.� 领导要求你违背原则（如排挤同

事、隐瞒错误）；2.� 同事开始回避与你合

作， 或私下议论增多；3.� 领导对你的私

人生活过度关注或控制。

总结： 与领导保持“友好但不依附”

的关系是最理想的状态———既能获得资

源支持， 又不失独立性和团队信任。 最

终， 职场长期发展依赖的仍是专业价值

和人际关系平衡力。

“十项措施”包括： 阶段性发放工

会消费券，扩大职工疗休养规模，丰富

职工文体活动，拓展职工春秋游，开展

“工会夏令营”研学活动，助力职工技能

提升，适当提高慰问标准，加大消费帮

扶力度，加强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职

业伤害保障，加大职工困难帮扶力度。

通知明确， 基层工会可结合实际

在现行规定基础上， 每年发放一次工

会消费券， 用于购买日用消费品和文

化旅游产品等。 基层工会应积极配合

所在单位制定年度职工疗休养计划，

明确职工疗休养周期， 依法推进职工

疗休养权益落实， 争取全体职工五年

内全部参加一次疗休养， 县级以上工

会可结合劳模疗休养， 定期组织优秀

技术工人疗休养。

通知指出， 基层工会可在现行规

定基础上， 每年增加一次全员参加的

职工文体活动， 拓展会员会费开支范

围， 提高工会经费弥补会费支出不足

的补助额度； 基层工会每年可根据当

地实际组织会员开展春秋游； 县级以

上工会持续组织开展面向革命烈士、

困难职工、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农民

工、边境职工、少数民族职工等六类群

体子女的“工会夏令营”研学活动，所

需经费可由工会经费列支。

与此同时， 基层工会应积极配合

所在单位开展职工职业资格培训、技

能培训等工作，工会经费可适当补助。

适当提高工会会员生日、 国家法定节

假日、结婚、生育、退休、生病住院等各

类工会慰问活动的实物慰问标准，并

发挥工会对口援藏援疆机制作用，鼓

励广大职工积极参与消费帮扶。

通知还明确，鼓励县级以上工会积

极探索，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购买人身

意外伤害保险等职业伤害保障产品。在

“两节”送温暖时，加大工会经费投入力

度，及时帮扶救助临时性、突发性困难

职工，兜牢困难职工生活救助“底线”。

关于加大工会经费投入力度

助力职工文化旅游消费

十项措施

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

的通知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

若干措施》的任务分工，全国总工会决

定采取如下措施， 推动释放职工消费

潜力，进一步助力文化旅游消费，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

一、阶段性发放工会消费券

基层工会可结合实际在现行规定

基础上，每年发放一次工会消费券，用

于购买日用消费品和文化旅游产品

等。具体发放标准、发放方式和终止时

限由基层工会确定。

二、扩大职工疗休养规模

基层工会应积极配合所在单位制

定年度职工疗休养计划， 明确职工疗

休养周期， 依法推进职工疗休养权益

落实， 争取全体职工五年内全部参加

一次疗休养。 疗休养经费由单位职工

福利费承担，工会经费可适当补助，鼓

励将职工福利费交由基层工会统筹使

用。县级以上工会可结合劳模疗休养，

定期组织优秀技术工人疗休养。

三、丰富职工文体活动

基层工会可在现行规定基础上，

每年增加一次全员参加的职工文体活

动。拓展会员会费开支范围，基层工会

采取线上或线下方式组织会员观看电

影、文艺演出、体育比赛，购买当地公

园年票、 跨区域旅游景区年票等可由

会费列支。 提高工会经费弥补会费支

出不足的补助额度， 最高不超过会费

收入的四倍。

四、拓展职工春秋游

基层工会每年可根据当地实际组

织会员开展春秋游，最多不超过 4 次，

单次往返时间不超过 2 天 1 晚， 允许

在时限内跨区域开展活动。 春秋游住

宿费、 伙食费标准执行当地差旅费标

准， 不得到国家禁止的风景名胜区开

展春秋游。

五、开展“工会夏令营”研学活动

县级以上工会应总结“工会夏令

营”试点工作经验，持续组织开展面向

革命烈士、困难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农民工、边境职工、少数民族职工等

六类群体子女参加的“工会夏令营”研

学活动，所需经费可由工会经费列支。

六、助力职工技能提升

基层工会应积极配合所在单位开

展职工职业资格培训、 技能培训等工

作，工会经费可适当补助。基层工会应

制定具体规定，明确补助标准，规范财

务报销程序。

七、适当提高慰问标准

适当提高工会会员生日、国家法定

节假日、结婚、生育、退休、生病住院等

各类工会慰问活动的实物慰问标准。

八、加大消费帮扶力度

各级工会及其所属企事业单位应

根据要求预留年度支出预算的一定份

额，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用于发放

慰问品或食堂食材等。发挥工会对口援

藏援疆机制作用，加大受援地区消费帮

扶力度，扩大劳模工匠和技能人才交流

规模， 促进各民族职工交往交流交融。

鼓励广大职工积极参与消费帮扶。

九、 加强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

职业伤害保障

鼓励县级以上工会积极探索，联

合职工互助保险、 商业保险机构创新

保障产品，为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

快递员、 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职业伤

害保障产品。

十、加大职工困难帮扶力度

各级工会要在“两节”送温暖全面

摸排困难职工底数的基础上， 建立困

难职工帮扶台账，完善动态调整机制，

加大工会经费投入力度， 及时帮扶救

助临时性、突发性困难职工，兜牢困难

职工生活救助“底线”。

（来源： 全国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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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与领导走得近好吗

全国总工会部署助力

职工文化旅游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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