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总工会与北京市二中
院今年签订 《关于进一步加强劳
动争议调解联动工作的合作协
议》 后， 从8月21日首次委托调
解至今已过去一个多月了， 这期
间转到工会调解的十几起劳动争
议案件， 目前已有两起案件的双
方当事人签订了和解协议， 并履
行完毕 ， 职工顺利拿到了赔偿
金。

从目前二中院委托工会调解
的情况来看， 可谓有喜有忧， 喜
的是当事人愿意调解， 法院、 工
会积极性高； 忧的是经过劳动仲
裁、 法院一审两个程序， 案件基
本上弄清楚了， 双方当事人不愿
让步， 这给案件调解带来很大难
度。 面对这种情况， 北京市二中
院劳动争议审判庭副庭长李馨却
信心十足： “我们相信工会能做
好调解工作。” 而负责调解的工
会调解员常卫东则坚定地表示：
“调解可以帮劳资双方化解矛盾，
难度再大我们也要调。”

����当事人愿意
委托工会调解

“没有工会调解 ， 这钱我还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拿到呢。” 8
月28日上午， 职工徐德林掂着手
里的2.5万元现金告诉记者 。 这
是市总工会与二中院签订合作协
议后， 第一次委托案件就调解成
功了。

他说： “我这起劳动争议是
在2012年5月发生的， 两年多来
一直没有结果， 没想到这次解决
得这么神速。” 从8月21日二中院
将此案委托给市总工会调解， 短
短5个工作日就拿到了公司支付
的赔偿款， 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得知单位同意和解时， 在内
蒙古做生意的徐德林连夜坐火车
赶到北京 ： “打官司的这两年
里， 我往返北京无数次， 实在跑
不过来了只好花钱请律师代理。
没想到案件到二中院后， 短短几
天竟和解了， 不用申请执行就拿
到了钱， 还得托你们这个合作机
制的福啊！”

二中院委托调解的十几起劳
动争议， 双方当事人都主动填写
了 《关于委托工会劳动争议调解

中心调解案件的申请书》。 “调
解时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观点，
不像法庭那么严肃、 受限制， 所
以我们还是愿意调解的。” 一位
当事人告诉记者。

法院、 工会
合作积极性高

二中院劳动争议审判庭副庭
长李馨介绍： “徐德林与科技公
司的案件， 法律关系并不复杂，
事实比较清楚， 争议点也不是很
多， 无非就是多要点、 少给点的
利益平衡问题 。 经过仲裁 、 一
审， 到二审时就很难协调了， 两
边都请了律师 。 我们调解了三
次， 每次来时双方都较着劲， 我
们甚至把公司法人也叫到了法
院， 最终还是没有调成。 后来我
们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把这个案
件委托给了北京市劳动争议调解
中心， 真没想到这么快就调解成
功了。”

委托的第一起劳动争议案件
成功和解， 增强了二中院对劳动
争议调解联动合作的信心， 十几
起案件接二连三地转到了市总工
会 ， 调解员则抓紧时间研究案
情、 积极安排调解。

9月24日， 员工林目鑫与服
装公司刘经理一起走进调解室。
经过工会调解员常卫东现场两个
多小时的释法释理， 双方暂定了
和解意向。 第4天， 打了一年的
官司终于协议解决了。

为什么拖了一两年的劳动争
议， 委托给工会后几天就能和解
呢？ 李馨认为： “一是站的角度
不同。 法官每天审理案件， 要体
现法律的威严， 说话比较讲究原
则， 不是那么直白， 对当事人来
说可能不那么到位； 调解员作为
工会的代言人， 既是一级民调组
织 ， 又有律师身份 ， 说话接地
气， 解决问题也比较直接， 所以
对双方当事人来说接受调解的可
能性更大； 二是法院和工会的配
合好。 就拿和解的第一个案件来
说吧， 我之前调过三次， 或多或
少给当事人传递了一些信息。 常
卫东调解时又加大了工作力度，
使这起纠纷的和解就水到渠成
了。”

李馨告诉记者： “二中院与
市总工会建立了劳动争议调解联
动机制后， 法院这边从院长到庭
长都非常重视， 接下来会有更多
的案件委托过去。 我们希望通过
法院和工会的共同努力， 让争议
双方当事人都获益， 让劳动关系
更加和谐。”

����当事人不愿让步
����达成和解难度大
“仲裁调解时我随口说了个

10万元的数， 但公司一直不同意
给。” 因业务佣金与保险公司发
生纠纷的小张， 在9月22日调解
时 ， 提出了8万元的补偿要求 。
工会调解员常卫东问他： “一审
法院判公司赔你1.5万元 ， 到二
审你没增加任何证据， 怎么会提
出这样的调解方案呢？” 小张答
道： “比仲裁时我要的10万元已
经降了。”

经过常卫东三个多小时的耐
心做工作 ， 小张仍不肯退让 。
“当事人对法律一知半解， 提出
的高额赔偿没有依据， 而且不愿
做出让步， 这是案件没有调成的
主要原因。” 常卫东说。

按照法律规定， 劳动争议案
件必须先申请仲裁， 不服的再向
法院起诉。 所以， 上诉到二中院
的案件， 证据都提交过了， 手里
又有劳动仲裁裁决、 一审法院判
决书， 双方当事人对案件结果会
有个大致的判断， 因而不愿作出
让步， 这就给工会调解员的调解
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

“市总工会与二中院建立的
委托调解机制特别好， 这个方式
灵活， 给大家一个充分发表意见
的平台， 对案件里没有说清楚的
问题还可以继续发表看法。 调解
是定纷止争， 化解矛盾， 不仅要
把劳动争议解决了， 还要把当事
人的关系变和谐了， 所以这是个
好事。 可要达成和解确实难， 毕
竟让步就意味着少得钱或者多
付 钱 ， 这 是 很 实 际 的 问 题 。
但 再 难 ， 我 们 工 会 也 要 进 行
调 解 ； 只 要 有 一 丝 希 望 ， 我
们 调 解 员就会百倍努力争取和
解。” 工会调解员常卫东告诉记
者。

社区请来医生为居民查骨密度

首案开门红 初步见成效

让舌尖在美味与安全中徜徉

□本报记者 王香阑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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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总工会接受二中院委托调解劳动争议一个多月回访
随着时代的发展， 人们的饮

食越来越讲究。 作为科研生产的
保障单位， 航天三院后勤集团完
成了从满足温饱的食堂向丰富职
工“菜篮子”的转变，并实现了与
农、商接轨，蜕变为现代餐饮。

老食堂变“美食城”
一口大锅、一个大盆，一屉热

馒头，勾画出了记忆中的食堂。如
今，职工食堂已经“改头换面”，从
形象、口味、理念上，不断带给人
们新的冲击。

三院后勤集团统一规范了所
有职工食堂工作流程， 严格控制
出菜时间， 合理安排菜品的出锅
顺序，精确计算每天菜品制作、烹
调的时间。 职工食堂还定期开展
问卷调查， 以了解和满足职工对
餐饮品种、特点的需求。

三院后勤集团把8家信誉好、
品质好、 销售好的社会知名品牌
店“请进”食堂。山西风味面食、自
选麻辣烫、冰淇淋圣代、养生火锅
……“若不是就在家门口，还真会
让人误以为到了哪个大商场的美
食城。”三院159厂职工刘师傅说。

9道关口保证安全
不管是在传统食堂，还是“美

食城”，人们对食品质量、安全的
要求始终如一。对此，后勤集团始
终不敢掉以轻心。

为此， 三院后勤集团实行集
中采购+定点采购的方式， 通过
反复甄别、筛选供应商，对信誉承

诺、服务质量、供货能力等指标进
行综合评审，选出有实力、有诚信
的供货商进行合作。

为防范供货风险， 三院后勤
集团还坚持进行食品留样， 定期
或不定期对供货商的供货能力、
质量进行检查、抽查，从源头保证
食材安全、新鲜。

从食材到成品， 中间设置了
食品原料采购和验收、 贮藏和存
放、粗加工和切配、场所设施清洁
维护、食品留样、餐饮服务人员健
康检查等9道关口。

餐饮服务的新模式
随着餐饮服务工作的开展 ，

三院后勤集团不断拓展服务内
容，做职工身边的综合餐饮服务，
并逐步树立餐饮品牌， 做职工信
得过、有核心竞争力、能抵御风险
的餐饮品牌。

如今，“航天华盛餐饮” 的标
志已出现在各个职工食堂门口，
航天华盛便民超市、 绿色有机蔬
菜也已走进职工居民的生活。

三院后勤集团还携手北京市
优秀标准化示范园区———北京阳
光瑞禾绿色基地和北京房山区规
模最大的采摘基地———芦西园种
植、养殖基地，让基地直供的有机
蔬果进入了职工家庭。“三院后勤
集团靠着餐品多样化、 食品安全
和服务质量三驾马车， 以大食堂
与美食城相结合的经营模式，让
职工的舌尖徜徉在美食中， 为三
院飞航事业做好保障。”三院后勤
集团总经理张国晨说。

———航天三院后勤集团改进餐饮服务小记

□许静 张淑琴

骨质疏松是侵害老年人的主要病症， 为唤起居民对这一顽疾的重
视、 提高居民的健康意识水平， 10月11日下午， 南新园社区联合社区
卫生站， 请来专业医生为社区居民免费进行骨质疏松讲座， 并为居民
进行骨密度专业检测和调养指导。 通讯员 邱婉辰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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