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海省总工会办公室文件
青总办〔2020〕49号

青海省总工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青海工会平安建设（综治维稳）
信访工作通报办法（试行）》等两个办法的通知

各市（州）总工会，省级各产业工会，省总各直属工会，省总各

部室，省总干校，省康复医院：

《青海工会平安建设（综治维稳）信访工作通报办法（试行）》

《青海省总工会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办法（试行）》已经

省总工会主席办公会议和党组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

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1.青海省总工会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登记表



2.青海省总工会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

（内容及式样）

青海省总工会办公室

2020年 11月 19日



青海工会平安建设（综治维稳）
信访工作通报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推进工会参与国家和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建设，进一步加强工会平安建设（综治维稳）信访工作，

提高工会平安建设（综治维稳）信访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更好地推动各类涉工矛盾纠纷得到依法、及时、合理解决，切实

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依据《健全落实工

会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实施细则》《青海省工会信

访工作实施办法（试行）》，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通报范围为各市（州）总工会、省级各产业工会、

省总工会各直属工会和省总工会机关各部室、省总工会干部学

校、省康复医院。

第三条 通报内容

（一）各单位贯彻落实省委和全总关于平安建设（综治维稳）

信访工作的指示精神和上级工会相关部署要求情况。

（二）各单位发挥综治维稳信访工作部门职能作用，开展调

查研究，处理信访问题，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参与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维护劳动领域政治安全情况。

（三）各单位落实属地责任，按时办理省总工会转办、交办

的信访案件及反馈办理结果情况。

（四）各单位报送平安建设（综治维稳）信访工作总结及信



访统计、工作信息等情况。

（五）各单位维护职工队伍稳定，预防和处置重大涉工群体

性案（事）件情况。

（六）各单位在平安建设（综治维稳）信访工作中形成的好

做法好经验。

（七）工会平安建设（综治维稳）信访总体形势分析研判，

以及下一步工作措施建议。

第四条 省总工会每半年对平安建设（综治维稳）信访工作

情况通报一次。通报情况将作为工会督查和评先选优的参考依

据。

第五条 各单位要高度重视通报结果，依据通报情况特别是

针对指出的问题，认真研究落实整改措施，并报省总工会。

第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省总工会网络和社会

工作部负责解释。



青海省总工会重大事项社会稳定
风险评估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省委关于全面深化平安青海建设工作

部署，进一步推进工会参与国家和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建设，切实加强各级工会在作决策、出政策、上项目等过程中

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发生，

维护劳动领域政治安全，结合工会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工作原则

第二条 坚持“主动维稳”观念和“关口前移、重心下移、预

防为主、标本兼治”总体思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

系，对重大事项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稳定风险进行先期预测、

先期评估、先期化解，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涉稳重大问题发生，

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环境。

第三章 评估范围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重大事项，是指工会工作中事关全省

职工群众和工会会员切身利益，牵涉面广、涉及人员多，易引发

不稳定问题的重大决策、重要政策、重大改革举措、重点工程建

设项目及重大活动等。主要包括：

（一）涉及职工群众和工会会员普遍关心的有关福利待遇等

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或修改；



（二）在较大范围内有可能对职工群众和工会会员的生产、

生活造成影响的重大工程项目和重大活动；

（三）涉及处理职工群众和工会会员维权突出问题和群体性

事件方面的重大事项；

（四）各地区、各产业、直属工会和省总机关各部室及所属

单位认为可能引发社会稳定风险且应当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的重大事项等。

第四条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指对重大事项在实施过程中，

是否会引发职工群众大规模集体上访或职工群体性事件进行先

期预测、先期研判、先期介入、先期化解的评估。凡重大事项决

定之前，都应围绕该事项可能存在的稳定风险，开展合法性、合

理性、可行性、可控性等评估工作，认真分析预测可能存在的不

稳定隐患和问题，评判其风险程度和可控范围，为科学决策提供

依据。

（一）合法性评估。主要分析评价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和规章；是否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符合上级党委和政府

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精神；是否符合法定程序等。

（二）合理性评估。主要分析评价是否符合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是否反映大多数职工群众和工会会员的意愿；是否兼

顾职工群众和工会会员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是否兼顾各方利

益群体的不同诉求；是否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等。

（三）可行性评估。主要分析评价是否存在可能引发职工群



体性事件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是否存在其他可能影响社会稳

定的隐患；是否征求了职工群众和工会会员的意见；是否组织开

展了前期宣传解释工作，并为绝大多数职工群众和工会会员接受

和支持；是否符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相关政策是否具

有连续性和严密性；出台的时机是否成熟；实施方案是否周密、

完善、具体可操作等。

（四）可控性评估。主要分析评价是否对可能出现的社会稳

定风险有相应的预测预警措施和应急处置预案；是否有化解矛盾

的对策措施等。

第五条 重大事项实施部门是负责组织实施社会稳定风险

评估的责任主体。涉及到多部门、职能交叉而难以界定评估直接

责任部门的重大事项，会商确定责任主体。

第四章 工作流程

第六条 实施重大事项风险评估，应当遵循相应工作程序和

流程，确保评估结果的有效性。根据与职工群众切身利益的关联

程度和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程度，将评估分为一般评估和重点评

估。一般评估适用于责任主体认为没有社会稳定风险或风险较

小，在职能范围内能够解决并确保社会稳定和安全的重大事项。

重点评估适用于责任主体认为社会稳定风险较大，有可能引发群

众大规模集体上访或群体性事件，需要妥善处置化解的重大事

项。

（一）一般评估程序。责任主体就重大事项征求意见、论证



和公示；对社会稳定风险进行认真预测并提出相应的处置对策；

形成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

（二）重点评估程序。责任主体牵头成立专门的重大事项社

会稳定风险评估小组，制定评估方案；就重大事项公示和征求意

见；组织相关部门、专家学者、法律工作者、职工代表等组成评

估机构或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对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

险或公共安全隐患程度进行评估；形成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

估报告（含处置预案），作出综合评价意见和可以实施、暂缓实

施、暂不实施、不实施的判断或建议以及化解有关矛盾风险的意

见建议。

第七条 重大事项实施过程中，要坚持全程跟踪并做好后续

评估，及时发现和化解实施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对重大事

项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及时分析、研究，适时

作出调整，提出应对措施，必要时可设立信息直报点和信息报送

员，建立阶段性维稳会商制度，及时掌握动态信息，完善相应措

施，确保决策、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和项目建设、改革举措及重

大活动等顺利推进。

第五章 工作要求

第八条 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切实加强领导，高度重视重大

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建立健全重大事项稳定风险评估制

度，明确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评估工作，细化责任，明确分工，

把风险评估作为维护稳定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抓紧抓好抓实。



第九条 要把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纳入重要议

事日程。对应当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而未实施评估，或因组织

实施不力、走过场，以及防范化解工作不落实、不到位，引发大

规模集体上访或群体性事件等影响社会稳定事件的，依据有关规

定严肃追究有关单位和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 条 各市（州）总工会、省级各产业工会、省总直属

工会可结合工作实际，参照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青海省总工会网络和社会工作部负责

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 1

青海省总工会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
评估登记表

重大事项名称：

执 行 部 门：

评 估 时 间：

送 审 时 间：

青海省总工会

年 月 日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登记判定说明

重大风险事项等级判定实行 A、B、C、D四级制。
一、A级（高风险）。拟决策事项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严重突破政

策界限，严重损害公众利益，可能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定为不予实
施决策项目。
二、B级（较高风险）。对拟决策事项分歧较大，可能损害公众利益，

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定为暂缓实施决策项目。
三、C级（一般风险）。对拟决策事项有一定分歧，可能影响公众暂

时利益，可能引发一般矛盾冲突，定为分步实施决策项目。
四、D级（低风险）。拟决策事项亟需实施，矛盾隐患均在可控范围

内，多数职工群众有一定期望，组织实施条件成熟，不存在其他诱发性风
险等，定为可实施决策项目。

评估单位

评估形式

评估判定等级

评估意见建议

参与评估

人员签名

评估负责人签名



附件 2

青海省总工会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
评估报告（模版）

1.拟决策重大事项概述；

2.该重大事项涉及到的相关情况概述；

3.评估过程概述；

4.评估结论和相关依据；

5.预防和化解涉稳问题措施概述（包括工作部署、工作预

案、化解方案等）；

6.其他评估内容；

7.有关附件。



抄送：省总工会主席，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各成员，巡视员。

青海省总工会办公室 2020年 11月 1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