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主席

记者： 今年， 丰台工会工作
亮点突出， 成效显著， 呈现了哪
些特点？

陈威： 首先， 工会干部培训
实现了情景化、 实战化。 今年，
我们的干部培训立足实际、 注重
实效， 将劳动争议调解经典案例
引入培训课堂， 通过现场模拟教
学， 提升了干部调解能力。

其次， 职工帮扶实现了动态
化、 长效化。 帮扶机制上， 健全
了困难职工档案， 实现了困难职
工的动态化管理； 制定分级救助
标准， 用好专项资金， 做到应帮
尽帮； 除坚持 “冬送温暖、 春送
岗位、 夏送清凉、 金秋助学” 等
传统服务项目外， 还建立了劳模
互助帮扶 、 劳模企业与乡镇共
建———助力贫困职工子女完成学
业等良性机制。

最后 ， 打造职工书屋品牌
化、 个性化。 今年， 区总工会重
点推进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书屋
建设 。 丰台国税呈现 “一品一
所” 的特点， 有以主题设计的毽
球屋， 以花卉与茶文化为主题设
计的 “三香屋”， 而教育系统职
工书屋温馨而典雅。 丰台职工书
屋建设呈现品牌化 、 个性化发
展， 职工书屋功能实现最大化，
成为职工读书、 休闲、 娱乐的重
要场所。

记者： 展望2015年， 丰台区
总工会在工会事业的发展上， 有
哪些设想？

陈威： 丰台区总工会将创新
报道手段， 充分利用网络、 微博
微信等新媒体， 以更加活泼、 更
加吸引人的方式， 宣传劳动政策
法规、 工会服务体系建设、 工会
重点工作推进情况， 扩大社会影
响力； 拓宽发展新思路， 着力打
造一批集阅读 、 休闲 、 心理咨
询、 减压为主的 “多位一体” 新
型职工书屋； 创新服务职工工作
体系的社会化、 网格化， 将全市
有关职工职业发展 、 医疗互助、
劳动法律咨询、 生活服务等覆盖
面广、 影响力大、 职工得实惠的
项目， 传递给每一位职工。

立足实际注重高效
是深化发展的基础

丰台区总工会常务副主席陈威

5年来， 丰台工会人一直在创新的路上努力着、 前进着、 成长着； 创新， 为丰台的工会事业注入了蓬勃生命力； 创新，
也造就了丰台工会事业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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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庄模式
4个月建会率91%

丰台方庄地区有本市户籍居
民9.34万人、 外来人口3.03万人。
这里虽没有大型工业 ， 但是商
业、 金融保险业、 房地产业、 餐
饮业、 文化创意产业非常发达。
2010年方庄地区摸底调查时发
现， 当地企业构成复杂、 人员零
散 ， 工会组建率不足 10% ， 街
道、 社区工会更是无从谈起。

在推进工会组建中， 方庄地
区工委制定了 “以街道总工会为
主， 行业性工会联合会与区域性
联合工会并存” 的建会思路， 并
研究形成了 “五种建会模式 ”
———在街道层面成立了街道总工
会； 以行业为单位， 成立了餐饮
行业 、 文教卫生行业 、 商贸行
业、 休闲娱乐行业、 中介行业等
5个行业性工会联合会； 以社区
为单位， 成立了15个社区联合工
会； 以楼宇和底商为单位， 成立
了8个楼宇和底商工会联合会 ；
以企业为单位， 成立了557家企
业工会。 从而， 在工会组织的框
架结构设计上， 实现 “无缝隙、
全覆盖”， 促进了建会工作迅速
推进。 截至当年的12月中旬， 短
短4个月， 方庄地区工会建会率
就达到了91%。

此外， 方庄地区还创造性地
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引入工
会工作， 制定了8项管理和工作
制度， 明确了各岗位职责， 使建
会工作一开始就步入制度化、 规
范化的轨道。

“按照这套管理程序， 某个
人临时不在岗也没关系， 不管谁
接替， 只要按照管理程序做就可
以使工作正常运转。” 方庄地区
总工会副主席郭伯民说。

在工会组建过程中， 方庄地
区从实际出发， 采取灵活多样的
工作方式———“区域性和行业性
并存， 单建和联建并举”。 在体
制上， 以街道总工会为主， 行业
性工会联合会与区域性联合工会
并存； 在组建形式上， 能单独组
建的就单独组建， 不能单独组建
的采取联合组建的办法。

郭伯民说： “区域化建会 ，
行业化管理” 是方庄地区工会组
建的又一特色。 建会时， 有关部
门把方庄分成5个区域。 建会后，

对已建会企业， 再按行业分类，
归入所属行业性工会联合会管
理， 为今后在同类企业进行工作
指导、 开展工资协商、 技能竞赛
等工会工作创造了便利条件。

为职工购书
五年累计投入1000多万

“你好， 上回那本书还有吗？
我借的这本看完了。” 一走进长
辛店镇工会服务站职工书屋， 傅
宝奎赶紧掏出借书卡办理借书手
续。 作为镇信访办主任， 傅宝奎
最常读的是农村政策解读类的书
籍。 这不， 半个月时间， 又 “搞
定” 一本。

因为办公地点近， 老傅成了
职工书屋的常客， 一有空他就来
这里转转， 有时借书， 有时干脆
带上书在阅览室消磨一个中午。
用他的话说 ： “这里能免费看
书， 而且种类全、 选择多， 多好
啊！” 老傅告诉记者， 对于他们
这些 “60后” 来说， 纸质的书本
才能叫书， “岁数大了， 眼睛也
花了， 电脑上看字密密麻麻的，
不舒坦。”

而身为 “80后 ” 的杜雨薇
也对纸质书籍情有独钟， “我是
搞经济发展研究的。 网络上的相
关资料要么散乱、 不成系统， 要
么篇幅短、 论述不充分。 所以我
喜欢来职工书屋借阅相关书籍。”
同为 “80后” 的薄姗也是长辛店
镇职工书屋的常客， 在她看来，
翻开一本书带来的幸福感， 远非
用智能终端看电子书所能比拟
的， “现在很多书的装帧都非常
精美， 让人捧起来就不愿放下。
不过这种书往往比较贵， 能在职
工书屋免费读到， 真是太棒了！”

在丰台区总工会的指导和投
入下， 去年， 长辛店镇总工会开
始建设 “职工书屋”。 如今， 他
们为辖区2000多名会员办理了借
书卡。 而他们引进的图书管理软
件， 不仅方便了职工和图书管理
员， 也引得其他兄弟街乡前来参
观、 借鉴。

和长辛店镇总工会一样， 在
丰台区总工会的支持和指导下，
丰台区已有20个街乡镇、 园区总
工会建立了符合全国标准的职工
书屋。 目前， 丰台区有7个全国
级职工书屋， 市级职工书屋则达

到97个。
丰台区总工会副主席李洋表

示， 对于区总工会来说， 职工书
屋不是硬件设施到位就完成了。
更为重要的是， 通过各基层工会
做好服务工作， 同时组织吸引人
的读书活动， 让职工爱上读书，
从而提升全区职工的文化素质，
为建设美丽丰台贡献力量。

五年来， 丰台区总工会累计
投入资金1000多万元， 为基层工
会配备书籍近十万册， 书柜360
个， 电脑81台。

成功调解劳动争议
近2000件

“请帮我们讨回加班费和吸
尘费吧。 谢谢你们了！” 今年初，
丰台劳动争议调解中心受理调解
了一起劳动合同纠纷案， 某公司
负责清洁公厕的两名职工诉该公
司拖欠其二人加班费、 吸尘费。
公厕24小时开放， 合同中应注明
其二人每天8小时工作应按照弹
性工作制执行， 但合同却以固定
工时签署。 由于该公司在拟订合
同时规定的条款不规范， 最终赔
偿了两名职工加班费、 吸尘费等
共计4万元。

2009年7月31日 ， 丰台区正
式启动由丰台区总工会牵头， 丰
台区人力社保局、 司法局、 信访
办和法院及律师事务所组成的六
方联动劳动争议调解机制， 丰台
劳动争议调解中心同时揭牌。 8
月10日， 经过北京市、 丰台区总
工会等相关单位的层层把关与考
核， 来自北京市东易律师事务所
19名执业经验丰富的律师成为丰
台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的首批专
业调解员， 每天有两名律师来调
解中心参与调解工作。

8月17日， 调解中心迎来了
第一个劳动争议案件： 53名务工
人员讨要未缴纳社会保险、 加班
费及曾缴纳的500元风险抵押金，
总金额涉及近70万元。

那天， 丰台某储运公司的53
名职工集体来到调解中心， 调解
中心的院子被挤得满满当当， 调
解中心立刻启动应急预案增加工
作人员安抚职工情绪， 同时安排
执业经验丰富的陈国柱和另外两
名调解员接待受理这起纠纷。

“当时他们情绪很激动 ， 经
过工作人员的安抚后， 我让他们

选出3名代表讲诉求。” 陈国柱回
忆道。 随后， 陈国柱与调解员对
职工的诉讼请求进行了详细地记
录， 并耐心询问了他们与企业方
的劳动关系与法律关系。

“你们的情况已经了解了 ，
现在和其他工友先回去等消息，
请相信我们！” 做完这一切已经
过了午饭时间， 陈国柱和调解员
没去食堂， 立刻将了解的情况向
丰台劳动争议调解中心领导进行
了汇报， 同时立即与企业负责人
联系， 并直奔企业驻地。

他们通过法律依据， 以摆事
实 、 讲道理的方式与企业方沟
通， 4天后， 陈国柱和调解员的
忙碌与奔波终于有了结果： 企业
方将500元风险抵押金全部退还
给了职工。

8月27日 ， 53名职工再次来
到调解中心与企业方签订了调解
协议书。 这意味着53名职工近两
年的维权历程划上了句号： 他们
拿到了加班费及用工期社会保险
的补偿。

“这些职工在领取到应得的
费用时， 一边数钱一边呵呵地笑
着， 我欣慰的同时内心很酸楚，
我想其他调解员跟我是一样的感
触： 这些职工想维权不容易， 这
也是需要我们存在的原因 。 为
此， 我们更加明白了身为一名调
解员的职责与重任。” 陈国柱感
慨地说。

“我的档案转不了街道 ， 影
响我退休 ， 怎么办 ？” 2010年 ，
在某企业工作的刁姓职工走进丰
台调解中心求助 ： 他是名残疾
人， 已临近退休年龄， 企业因经
营不善已经停产， 因当年他的招
工手续不全， 街道无法接纳其档
案 ， 这直接影响他上保险及退
休。 而用工企业无法提供相关材
料， 双方便僵持下来。

调解员了解情况后， 先去找
到企业， 但企业解决不了该职工
的问题。 于是， 调解员分别联系
北京市档案馆、 丰台区人力社保
局， 几经周折， 最终由区人力社
保局为其出具证明， 让该职工档
案顺利转入街道。

5年来， 丰台劳动争议调解
中心调解案件3258件， 有效成功
调解劳动争议1942件， 调解成功
率达 59% ， 为申请人履行金额
2109万元， 成功化解集体劳动纠
纷71件。

———丰台区总工会创新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余翠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