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二、进一步扩大教职工疗休养规模

深入贯彻全国总工会办公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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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认真落实省总工会等

五部门《关于进一步调整完善职工疗休养政策的通知》，切实

发挥组织优势，从提升广大职工生活品质、助力我省经济社会

发展的高度出发，尽快启动、尽早开展教职工疗休养活动，积

极扩大教职工疗休养活动的规模。要结合实际，加大对一线教

职工特别是后勤一线非编入会职工疗休养活动的投入力度，统

筹集中组织和灵活开展等多种方式，最大限度地为教职工参加

疗休养活动提供便捷服务，带动更多基层单位开展疗休养活

动。

三、持续推进职工疗休养活动的协作交流

要加大工作协作交流，持续推进疗休养事业山海协作、城

乡合作，引导教职工到景宁、三门、开化、松阳等山区海岛县

开展疗休养活动，推进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让疗休养资源

要素在全省范围畅通流动，积极助力共同富裕。要支持符合条

件的旅行社、疗休养基地等市场主体依法依规承接疗休养业

务，提升疗休养活动组织水平，助力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加强

对口地区职工疗休养合作交流，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

于对口工作的部署要求，加强与对口支援（帮扶、合作）地区

职工疗休养的合作交流。可按照规定组织职工到邻省（上海、

江苏、安徽、江西、福建）、对口帮扶（援助、合作）地区（新

疆阿克苏，西藏那曲，四川，吉林，青海省海西州，重庆市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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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区、万州区，湖北省恩施州、黄冈市）开展教职工疗休养活

动。严格控制跨省疗休养人数，组织跨省疗休养教职工人数不

超过本单位参加疗休养教职工总数的三分之一，跨省疗休养参

加对象三年内不重复安排。

四、合理安排疗休养活动时间

疗休养活动以集体出行方式为主，由工会统一安排，可分

时分段举行。要主动与本单位行政会商，根据本单位工作特点

尽早启动疗休养活动，在确保工作稳妥有序开展的前提下，打

造合适的疗休养方案和线路，进一步提升教职工疗休养活动年

度参与率，做到应休尽休，把教职工疗休养权利落到实处。优

化赴对口地区疗休养时间安排。经本单位同意，组织职工赴对

口支援（帮扶、合作）地区疗休养，可利用双休日、节假日统

筹合理安排疗休养时间，但总时长不得超过 9 天（含在途时

间），且不得补休。参加人员每天疗休养费用支出标准按原政

策规定执行。单位承担 5 天以外（不含 5 天）疗休养费用的，

该参加人员在三年周期内仅可以参加一次省内疗休养活动。上

述政策调整涉及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疗休养经费，应控制在

本单位年度福利费总额内统筹解决。

五、加强人文关怀力度

支持职工家属随同参加疗休养活动。各单位组织职工疗休

养活动，根据单位实际情况，可由职工本人提出申请，经双方

单位批准同意后，职工直系亲属（父母、配偶、子女）随同参

加。职工直系亲属符合职工疗休养条件的，疗休养费用由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