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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优化工程建设领域农民

工工资保证金办理流程，加快人

社工作领域数字化改革，徐汇区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网办平台依

托“徐汇汇治理”小程序，在本市

率先打造了企业少跑腿、项目照

样办的“互联网审批 + 监管”新

模式。企业可在线完成保证金存

储申请、电子保函提交及材料审

核，达到“申报—审批—存储”全

流程线上闭环管理，从而实现线

上线下同步办理。

据了解，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是指工程建设领域施工总承包单

位（包括直接承包建设单位发包

工程的专业承包企业），按照工程

施工合同额的一定比例存储的专

项资金， 专项用于支付所承包工

程中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

线上办理：便捷高效，全流

程闭环管理

徐汇区通过“徐汇人社”公

众号发布线上操作通知，实现信

息精准触达。 各施工总承包单

位， 收到存储备案短信通知后，

凭短信验证码登录“徐汇汇治

理”小程序办理相关备案（续保）

等手续，并接收备案回执。此外，

平台还提供详细的工资保证金

存储备案办理指南及可下载的

操作手册， 并配备技术支持，为

企业线上办理业务扫清障碍。

线下服务：标准不降，多种

方式灵活可选

在推进线上办理的同时，徐

汇区也在确保线下办理服务高

标准运行。 经前期工作经验总

结，在办理环节推出多种便民形

式。区人社局接待受理大厅专门

开设服务专窗，为施工总包方提

供“一站式”服务。除了选择线上

办理业务外，施工总包方还可通

过快递邮寄材料，减少办理业务

的时间，也避免了企业多次往返

奔波，切实提升办事效率。

配套保障：强化指导，严格

监管

徐汇区积极落实配套保障

措施， 加强动态指导培训工作。

区人社部门与建管部门、 银行、

保险公司及企业紧密协作，同步

开展政策指导、答疑解惑和流程

演示，确保各方对业务流程清晰

明了；同时，根据工程项目进展

情况，提供差异化服务，保障各

业务流程实现闭环管理。针对多

次催缴后仍未按规定办理存储

的企业，劳动监察部门将依法立

案查处，并严格按照《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付条例》相关规定进行

处置，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和建筑市场秩序。

重要提醒

工资保证金办理备案材料

中，工资保证金存储凭证材料要

求有更新！ 即日起，请按照更新

后的材料要求提交工资保证金

存储凭证，向徐汇区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行政部门备案。

工资保证金存储凭证请提

交：存款证实书原件、农民工工

资保证金存款协议书复印件；或

银行出具保函正本；或保险公司

出具保险凭证原件及保单正本。

（来源：区人社局）

企业少跑腿 项目照样办

徐汇率先打造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网办新模式

学期末面临各科考

试，学生压力陡增。家长

和孩子沟通学习问题

时，一定要有耐心，以免

孩子做出出格举动。 近

日，一名 12 岁女孩负气

出走十公里， 幸好徐汇

公安分局天平路派出所

民警化身“暖心调解

员”， 成功寻回女孩，帮

助她解开心结， 并护送

回家。

当天晚上十点半左右， 徐汇公安分

局天平路派出所接到一名母亲报警称，

自己 12 岁的女儿离家出走已有一个多

小时，一家人四处寻找未果。

接报后， 天平路派出所民警立刻联

系综合指挥室， 通过路面公共视频追踪

女孩行踪， 并带孩子母亲上警车一起寻

找。 同时与辅警相互配合，采取“步巡 +

车巡”的方式，双管齐下，对女孩可能出

现的街区展开地毯式排查。

不久后，综合指挥室传来关键线索：

疑似走失的女孩曾出现在延安西路过街

天桥。民警立刻驱车前往，并在天桥上来

回奔走细致搜寻。

经多方协同配合下， 民警最终在静

安区某路口发现了独自行走的女孩，此

时距离接警仅 2 小时， 而女孩自离家出

走已徒步近 10 公里，横跨徐汇、长宁、静

安三区，所幸身体无碍，只是情绪低落。

“你走这么远，不累吗？ ”

“累的，走迷糊了。 ”

“下次遇到困难就找警察叔叔，跟他

说要回家， 警察马上就会把你送回家

的。 ”

找到女孩的天平路派出所民警董未

春告诉记者，孩子有一道题做不出来，妈

妈比较生气，批评了几句，孩子就跑出去

了。

民警安抚女孩情绪后， 立即联系其

母亲确认身份，并将她安全护送回家。在

与家长见面后， 民警建议他们改变教育

方式，耐心沟通，避免过激言行引发孩子

逆反心理和极端行为。

开业 1 年多， 在天平街

道嘉善路 259 号的 Healing�

Coffee 疗愈咖啡空间，被问得

最多的就是：“疗愈咖啡是怎

么疗愈的？”主理人告诉记者，

很多人以为这只是噱头，但疗

愈咖啡其实是根植于正念饮

食， 让顾客在喝咖啡的时间

里，把关注点带回自己，停止

思绪带来的焦虑，来一场自我

发现和探索的疗愈之旅。

嘉善老市门口，Healing�

Coffee 疗愈咖啡每月疗愈工

坊排片展板似彩虹条， 色彩

缤纷吸人眼球，穿进小巷，咖

啡馆门口， 店招与外摆的木

质桌椅、 永生植物的装饰相

融合，随性中透着古朴。 一眼

望去，一幅“都是常态”的书

法作品让整个店面显得自然

质朴，可爱的装饰画、绚丽的

椅子、缠绕在木条的灯饰等，

增加了愉悦。

店内的特色， 是咖啡与

疗愈的结合而创作出疗愈咖

啡， 顾客不需要纠结喝什么，

跟着空间主理人的推荐即可。

他家的咖啡也不一样， 叫做

“疗愈师 ×烘焙师系列”。 每

款豆子对应不同能量的烘焙

师，经过了疗愈师与烘焙师共

同杯测验证，保证品质，保证

能量。再用正念的方式去喝有

能量的咖啡，缺一不可。

在这里， 不仅有疗愈咖

啡，更多的是疗愈活动，通过

“旅 行 灵 感 Healing� Coffee�

Space” 小程序可以报名，如

亲子关系探索沙盘新游戏等

亲子疗愈， 看起来只是在玩

沙子， 其实是家长和孩子各

自情绪表达，被一起看见了。

如父亲节， 来一场与父亲的

深度对话， 与内心对话中找

回与父亲的爱和链接。 曾经

有顾客无意间走入这里，离

开时表示不虚此行。

主理人小唐介绍起疗愈

咖啡空间， 源自她的自我疗

愈过程，期待以咖啡、艺术疗

愈、 旅行等生活方式开启内

在个人成长， 从而创建这一

心智探索空间， 希望成就一

方“城市绿洲”。 之所以选择

嘉善老市，前虽错过，似冥冥

之中，最终落户于此，闹中取

静，让人放松。

从去年 5 月 20 日开业

以来，Healing� Coffee 得到了

街道咖啡工会、 街区党支部

等多方关注， 让这一独特的

咖啡疗愈空间被更多人看

见， 主理人小唐希望有更多

人在这里“看见自己”。

小手牵大手，一起拼贴美好时光

记者 徐喆衎 陆翔

6月 25 日下午， 凌云街

道 2025“凌聚杯”微创投参赛

项目“拼贴时光，让爱相连”

活动在拾艺汇举办。 此次活

动的宗旨是结合“拼接”“编

织”等工艺，让家庭闲置纺织

品重获“新生”，减少废旧物

带来的环境污染负担， 让地

球“焕新”。

这次的主题， 是用废旧

物品来“作画”。 主办方“拾艺

汇旧物新颜工作室” 已经准

备好了各种花色的零碎布

头， 这些布料来自于居民们

捐献的废旧衣物。 志愿者朱

阿姨为居民们送上了空白画

板。 小朋友在奶奶外婆、爸爸

妈妈的协助下， 开始制作属

于自己的布艺贴画。 虽然也

有花样可供参考， 但小朋友

们显然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创

意。 他们有的剪下花布上的

树叶贴在画板上， 有的将碎

布剪成几何形状， 贴出了花

园中的房子， 花园里画上一

只小狗，扣子表示太阳，充满

创意的想象力在孩子们的巧

思巧手下变成了一幅幅美丽

的图案。

刚上小学的程程， 平时

就爱画画， 她特别喜欢跟着

外婆来拾艺汇参加活动。 布

艺贴画不仅能让程程发挥绘

画特长，锻炼动手能力，而且

让程程学到了，“废旧物品也

能变成有用的新东西”。

值得一提的是， 在现场

担任志愿者的朱阿姨， 是从

江苏过来帮女儿带孩子的一

位沪漂老人。 在这里，朱阿姨

不仅学到了很多东西， 自己

也成为了一名志愿者。 她说，

在拾艺汇的活动， 不仅仅是

打发退休后的时光， 也让她

更好地融入了社区中， 体会

到奉献的快乐。

据拾艺汇负责人张红介

绍， 拾艺汇是凌云街道打造

的党群服务与社区文化综合

体，位于龙州片区 15 分钟生

活圈核心位置。 这个社区公

益平台，以“爱与利他”为核

心理念，通过公益课程、手作

工坊和主题活动， 构建邻里

互助的温暖空间。 拾艺汇依

托教育集团资源， 创新采用

“街区式”发展模式，从环保

艺术创作到便民服务， 持续

激发社区活力。 作为社区为

老服务中心， 他们为社区老

人提供文化养老、 技能培训

等多元化服务。 在这里，旧物

改造艺术展倡导可持续生

活，志愿服务培育社区认同，

让每位居民都能找到归属感

和价值感。

记者 李瑾琳 殷志军

喝咖啡前要先冥想

疗愈咖啡你敢尝试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