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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深化改革建设充分激发工会活力
重庆工会五年工作回眸·改革建设篇

永川高新区港桥产业园惠工驿站

两江新区两江新区““建设新时代建设新时代··共筑两江梦共筑两江梦””农民工集中农民工集中
入会示范性活动入会示范性活动，，图为农民工代表领到工会会员证图为农民工代表领到工会会员证。。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深化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
团组织改革和建设，有效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五年多来，全市工会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
级和工会工作重要论述，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持续
深化工会改革，加强工会自身建设，健全联系广泛、服务职工
的工会工作体系，不断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不断提升
工会组织吸引力、凝聚力、战斗力，确保工运事业始终与党和
国家事业同步前进，与职工群众需要同频共振，在充分发挥党
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中体现新作为。

积极拓宽工会组织有效覆盖。坚持党建带工建，聚焦非
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新业态领域，开展建会入会集中行
动、农民工入会试点扩面工作，目前全市有基层工会4.86万
个、工会会员540.8万人，其中非公经济和社会组织工会3.36
万个、工会会员400万人。

持续巩固工会改革成效。印发贯彻落实《中国工运事业
和工会工作“十四五”发展规划》的实施意见。深化直属单位
改革，完成重庆工会大厦转企改制，成立重庆职工之家实业有
限公司整合工会资产的运营管理，妥善处置重庆时报遗留问
题，成立市总工会宣传服务中心构建工会宣传矩阵，完成文化
宫、工人疗养院清理整改工作，强化主责主业。以“区县级工
会加强年”专项工作和深化产业工会改革为契机，提升区县工
会、市级产业工会效能。聚焦社会化改革方向，选聘工会社会
化工作者、专兼职集体协商指导员等1100余名，充实基层工
会工作力量。

大力加强工会自身建设。分级分类培训专兼职工会干部
20万人次，同比增长22.7%；做好工会财务、资产监督管理和
经费审查工作，市总工会对下经费补助7.73亿元，年均增长
9.38%。市总工会4次、基层工会63家次被评为全国工会财
务会计工作先进单位；投资3.56亿元完成市劳动人民文化宫
保护提升改建工程，补助区县阵地建设资金7000余万元、撬
动区县相关投资超过3亿元。自觉接受市委巡视监督和经济
责任审计，扎实有序推进整改。 重庆市总工会供稿

江北区工会干部综合素质提升竞赛

如今，年轻人谈婚论嫁，“房子”是绕不开的话
题。在传统观念里，有房才有安全感。但随着买房压
力越来越大，房子让许多年轻人，尤其是一线城市的
年轻人，站在“婚姻”这道门外望而却步。成家时一定
要有自己的住房吗？你能接受不买房就结婚吗？

前不久，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
网，对1512名35岁以下青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对于成家时要不要有自己的住房，67.1%的受访青
年明确必须要有。同时，居住在一线城市、女性、已
有自住房的受访群体认为应该有的比例更高。

调查中，67.1%的受访青年明确，成家时必须要
有自己的住房，12.9%的受访青年表示没有必要，
20.0%的受访青年认为要看情况。

交互分析显示，不同人群在成家购房上的态度
存在一定差异。

在居住情况上，已有自住房的受访者最支持成
家必须要有自己的住房（78.4%）。在生活城市上，
一线城市的受访者对此认可比例最高，为73.0%，其
次是二线城市受访者（67.7%）。

不同年龄中，18-25岁的受访者（70.4%）认为成
家必须要有自己住房的比例最高，其次是30-35岁
的受访者（69.8%）。此外，受访女性（67.7%）坚持成
家时要有房子的比例略高于受访男性（66.3%）；同
时，在认为没有必要的比例上，受访男性（14.4%）比
受访女性（11.7%）高。两组数据对比可以看出，女
性更加在意成家时是否有房子这件事。

在很多人心中，有房才有家。为何这种观念会
普遍存在？78.5%的受访青年认为是因为自有住房
能带来安全感、归属感，53.9%的受访青年觉得买房
更能提升居住和生活品质。

调查中，50.5%的受访青年认为在传统观念里
自己的房子才是“家”，47.4%的受访青年觉得是出于
家庭实际需求，为育儿养老提供安稳条件，22.9%的
受访青年指出是受传统习俗影响，结婚要配置婚房。

参与本次调查的受访青年中，已有自住房的占
32.7%，与长辈同住的占37.2%，租房的占21.2%，住
宿舍的占8.1%。生活在一线城市的占29.4%，二线
城市的占42.3%，三四线城市的占25.3%。男性占
44.2%，女性占55.8%。18-25岁的占25.0%，25~30
岁的占50.0%，30~35岁的占25.0%。 据中国青年报

婚姻登记“跨省通办”
这件甜蜜的事国务院批了，有重庆

婚姻登记“跨省通办”试点扩大，这21省份可跨省登记

结婚要有房子吗？
67.1％受访青年认为应该有
女性比男性态度更坚决

按照现行《婚姻登记条例》规定，内地居民结婚，男女双方
应共同到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
婚登记。如果双方均是外地户口，办理婚姻登记还需返回原
籍，既浪费时间和金钱，又饱受来回奔波之苦。结婚登记“跨省
通办”契合了新时代需求，新人们就近便可以“扯证”，减轻了

“幸福的负担”，这项惠民举措在试点的基础上，应当全面推广。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有4.93亿人

处于“人户分离”的状态。统计数字显示，流动人口中15岁至35
岁的人员，占总量的70%以上。这些人员多为外出打工就业、经
商办企业、求学参军人员等，可以说，适婚人员占有绝对大的比
例。这么多“人户分离”的流动人口，结婚登记回户籍所在地办
理，将是一个庞大的迁徙人群，来回折腾可谓费钱、费时、费
力。这种现状，结婚登记的新人们不仅疲于奔波，给双方增加
了不少的经济等负担，也严重浪费了各种社会资源。

现行婚姻登记制度已不适应新时代的需求，试
点结婚登记“跨省通办”，具有时代需求的迫切性。如
今是大数据信息时代，婚姻登记“跨省通办”在信息技
术上，已经没有任何问题，只要打通跨省之间婚姻登

记的信息壁垒，基本上不会增加婚姻登记机关的办
事成本。这项以人为本的惠民举措，满足民众就
近、便捷办理婚姻登记的新需求，也是减轻新人负

担和节约社会资源的双赢之举，值得全面推广。
结婚登记“跨省通办”，是为民服务的务实

之举。期待在“跨省通办”的试点中积累经验，
并在此基础上修订《婚姻登记条例》等相关法
规，尽快实现婚姻登记“全国通办”，让登记的
新人在全国范围内的任一处婚姻登记机关，凭
双方有效的身份证件，便可以轻松快乐地“扯
证”结婚。 据红网

微评论

结婚登记“跨省通办”
减轻“幸福的负担”

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内地居民婚
姻登记“跨省通办”试点。

试点扩大到这些地方

在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上
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
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陕
西、宁夏等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实施结
婚登记和离婚登记“跨省通办”试点。

试点地区这样办理婚姻登记

双方均非本地户籍的婚姻登记当事人
可以凭一方居住证和双方户口簿、身份证，
在居住证发放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婚
姻登记，或者自行选择在一方常住户口所在
地办理婚姻登记。

试点期

自批复之日（2023年5月12日）起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