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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处着眼 小处着手 效果第一

回顾：
25人劳动争议群体案

件 48小时圆满解决

“你们能给我们做主吗 ？ 要
不然……” 25名年轻人刚走进西
城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 领头的
职工就大声嚷道。

这些人为什么情绪如此激
动？ 原来， 他们都是一家饭馆的
员工， 这天， 像往常一样， 送走
了最后的客人后， 主管要求他们

大扫除， 并允诺结束后发本月工
资。 大家满心欢喜地干完活后，
主管却突然宣布： “饭馆从明天
起停止营业， 今晚锁门， 所有人
马上离开公司， 住宿舍的今晚搬
出。”

这下， 员工们急了。 来自外
地的他们， 在北京举目无亲。 如
果就这样离开饭馆， 晚上连住的
地方都没有 ， 更别说经济补偿
了。 而他们中， 在这里工作时间
最长的， 已经干了8年。 公司没
有为他们缴纳社会保险， 也没有
支付过加班费。

与公司负责人协商无果后 ，
这些满心委屈又怒不可竭的年轻
人找到了位于白纸坊东街甲12号
的西城区南区劳动争议调解中
心。

“当时， 这些年轻人的情绪
都很激动， 甚至有人表示如果解
决不了， 就去上访。 情况确实很
紧急。” 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
的高级合伙人， 也是调解中心律
师团队的负责人王天任回忆说。

为了稳住这些职工的情绪 ，
王天任一边指导他们填写调解申
请书， 一边将情况向西城区总工
会副主席王忠山、 权益部部长贺
瑞丰进行了汇报。 区总工会当即
启动了应急调解机制， 并成立了
调解小组。

在了解了每个人的申请请求
和基本情况后， 调解小组立刻决
定 ， 将公司法人和主要负责人
“逼” 出来。 几经较量后， 公司
法人和主要负责人终于在当天晚
上露面了。

“我抓住这个时机， 一方面，
要求这些职工先不要离开调解中
心， 另一方面做公司责任人的工
作。 经过三轮谈判， 他们终于在
第二天凌晨4点达成协议 。” 王
天任介绍说， “进行到此时， 案
件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了， 我们也
已经很疲劳了， 但我们认为， 如
果想使事件得到圆满解决， 给员
工的补偿款要马上支付。 在我们
的要求和监督下， 公司负责人筹
集了履行款。”

第二天下午2点左右 ， 这起
25人的劳动争议案件终于在接案
48小时内， 得到了解决， 没有发
酵为重大的群体性事件。

现实：
工会并非万能 联动机

制完善调解体系

案件得到圆满解决， 工作人
员都很兴奋。

“我们也在思考和总结 ， 这
件事件能够如此迅速解决的关键
是什么？ 我想离不开我们区总的
快速反应， 离不开律师的机智果

断， 更离不开我们长久以来， 对
劳动争议工作的重视。” 贺瑞丰
说。

近年来， 西城区总工会在健
全强化企业调解组织建设和作用
发挥的同时 ， 依托三级服务体
系， 进一步完善了劳动争议调解
体系， 在所有街道依托工会服务
站、 社保所或司法所开展劳动争
议调解工作， 形成了覆盖全区的
劳动争议调解网络。 同时， 充分
发挥工会调解员的作用， 扩大职
工法律服务律师队伍， 提高专业

化水平。 争取将所有劳动争议都
化解在源头、 化解在基层。

这些工作都在此次25人的劳
动争议案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
体现。 尽管如此， 贺瑞丰却再三
强调： “面对劳动争议， 工会不
是万能的。”

确实 ， 自2009年8月起 ， 西
城区就建立了由工会、 劳动保障
局、 司法局共同组成的劳动争议
调解三方联动机制。 2010年， 按
照市总工会要求 ， 又形成了工
会、 人力社保、 司法、 法院、 信
访参加的劳动争议调解五方联
动， 随后， 企联也加入进来， 形
成了六方联动。

贺瑞丰介绍说 ， 从 2009年
起， 劳动局仲裁移转西城调解中
心进行案前调解的案件数逐步提
升。 这种做法使调解中心的工作
达到满负荷的同时， 也大大提高
了西城区仲裁的调解结案率， 使
区仲裁受理案件不能按审限完成
调解、 裁定的现象也得到了有效
缓解。

工会与联动部门的主动合
作、 配合的情况， 还体现在很多
细节上。 “2011年9月召开的那
次由我们区工会权益部、 人社局
仲裁科、 律师团队参加的联席会
议， 我印象特别深刻。” 贺瑞丰
回忆道， “那次会只开了两个小
时， 但我们与人社局方面就南区
案件接转、 律师团队管理、 六方
成员单位的培训等诸多问题达成
了一致。”

思考：
长效机制维护企业和谐

工会有为才有位

西城区总工会牵头下的劳动
争议调解联动机制， 较好地维护
了职工的合法权益。 当记者询问
调解中心每年接案和调解成功案
件是不是越来越多时？ 贺瑞丰给
出了否定的答案， 并问了记者一
个问题， “接案数量是越多越好
吗？”

从全市范围内来看， 2008年
新 《劳动合同法》 实施前后， 劳
动争议案件增长较快， 呈现出了
井喷之势。 但在西城区， 贺瑞丰
表示， 案件并没有想象中的 “大
量出现”。 “劳动争议案件多发
于劳动密集型企业， 而我们区由
于功能定位于金融中心、 文化中
心、 商业中心的缘故， 此类企业
较少。” 贺瑞丰说。

劳动密集型企业虽不多， 但
西城区的很多金融企业， 却大量
采用了劳务派遣员工， 为 “同工
不同酬 ” 问题埋下了隐患 。 同
时 ， 区域内还有大大小小的饭
馆、 餐饮门店， 由于经营者法律

意识不强， 用工不规范， 也成为
了劳动争议多发的 “重灾区”。

为此， 近年来， 西城区总工
会不断加大普法宣传的力度。 不
仅定期开展 “公益律师进社区 ”
活动， 还在区域内的繁华地带设
立街头宣传点， 集中开展法律法
规宣传。

这些点、 面上的工作， 虽然
从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广大职工和
企业经营者的法律意识， 但想要
从根源上减少劳动争议案件的发
生， 关键还得靠长效机制。

对于西城区劳动争议发案率
的持续稳定， 西城区总工会马小
鹏就表示， “这得益于我们坚持
开展了工资集体协商工作， 坚持
了厂务公开、 民主管理制度。”

在西城区的国有企业中， 菜
百公司自1996年起持续开展工资
集体协商。 即使遭遇金融危机 ，
经营状况不理想的情况下， 全体
领导下调工资， 保证了一线职工
工资的增长。 而北京华利佳合实
业有限公司、 北京市皮鞋厂等也

连续十几年开展工资集体协商，
让职工共享企业发展成果。

在这样的示范引领下， 西城
区涌现出了一批典型行业和区
域。 西单特色街婚庆行业工会联
合会， 成立之际就建立了职代会
制度和集体协商制度 ， 使摄影
师、 化妆师、 服装师三种专业技
术人员有了底薪。 德胜街道的利
玛和金丰和两个楼宇工会则成功
实现了 “楼宇工资谈标准， 职工
底薪有保障” 的协商。

“有为才能有位 。 今年我在
跟区委书记作汇报时介绍， 我们
工会做了大量默默无闻的维权工
作。 工会每年接待300多批次来
信、 来访， 都化解得很好。 没有
一个职工因为劳资矛盾到区政府
信访办上访。 书记听了， 惊讶之
余也表示要坚决支持工会工作。”
马小鹏感慨道， “我想， 在维护
社会稳定以及其它社会管理方
面， 我们工会一步一个脚印的付
出了， 就能得到认可， 而职工的
合法权益也能够得到保障。”

———西城工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纪实

记者： 一直以来， 西城区
工会作为全市工会的一面旗
帜， 多方面的工作走在前列。
您认为工会工作要继续保持创
新发展， 最需要坚持什么样的
原则？

马小鹏： 目前， 我们工会
在维权 、 维稳方面 ， 成绩显
著， 同时工会组建规范有序，
困难帮扶力度空前， 服务职工
的手段多样， 载体充分， 自身
建设也在不断升级。 今后想要
继续保持创新发展， 一是要围
绕中心， 顾全大局， 凸显主力
军作用。 二是维护权益， 促进
和谐， 进一步巩固区域稳定。
三是完善机制， 共享成果， 凸
显服务职工的特色。 四是加强
规范， 转变作风， 进一步提高
自身建设水平 。 五是改革创
新 ， 真抓实干 ， 使工会凝聚
力、 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记者： 西城区工会在保持
劳动关系和谐与职工队伍稳定
方面成果卓著， 近年来没有出
现职工和企业到区委区政府上
访的案例。 请问， 西城工会有
什么经验？

马小鹏： 在改革开放的新
时期， 多种经济成份并存， 老
板、 企业主水平、 能力、 思考
问题的前瞻性都参差不齐， 势
必在某些方面， 出现侵犯职工
权益的问题。 西城区也曾经发
生过几起， 我们都进行了成功
调解， 为西城区和谐稳定发展
作出了贡献。 我想， 这得益于
我们坚持了争议调解主动出
击， 坚持了 “两个普遍” 的贯
彻执行 ， 开展了工资集体协
商、 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
如果说有什么经验， 我认为，
一是组织健全， 责权落实； 二
是定期排查， 研究判断、 风险
评估； 三是主动出击， 勇于、
敢于 、 善于担当 ， 为职工作
主； 四是经常深入， 化解矛盾
于萌芽； 五是有较好的团队保
障 ， 各项体制 、 机制运行顺
畅。

记者： 您一向重视正确处
理维权和维稳的关系。 请问，
正确处理两者关系对开展工会
工作有怎样的意义？

马小鹏： 维权和维稳两者
密不可分， 只有维好权， 才能
维好稳。 维权是基础， 维稳是
发展的前提。 工会工作直接关
系到广大职工群众的切身利
益， 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大
局， 直接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
安， 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的实现 。 工会工作和
党 、 国家 、 人民利益密切相
连， 所以工会要从全局的战略
高度， 充分认识我们在新时期
的地位和作用， 自觉地把我们
的工作摆到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中去谋划。 建设中国特色的工
会， 要善于议大事， 抓大事、
谋全局， 不断提高我们服务职
工的能力和服务水平。 只有职
工的权益有效保护了， 人民安
居乐业了 ， 国家才能安定有
序。 所以我们工会要自觉地把
老百姓的幸福放在心里， 把安
居乐业放在心里， 把和谐发展
放在心里。 这样我们才真正能
够起到广大职工 “娘家人” 的
作用。

访谈：

———访西城区总工会主席马小鹏

□本报记者 陈曦

只有维好权
才能维好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