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访中， 记者发现， 与职
工的法律需求不断上涨相对应
的， 是工会专业法律人才， 特
别是公职律师的增长却十分缓
慢。 褚军花分析， 原因主要有
两个方面 ： 第一 ， 近几年由
于行政审批问题， 公职律师的
行政审批在北京基本处于暂停
状态， 使得工会组织已经通过
司法考试的工作人员无法完成
公职律师的申报工作， 无法以
公职律师的身份进行执业； 第
二 ， 由于公职律师代理案件 ，
是完成职务的行为， 不能收取
当事人的任何费用， 这与社会
律师收取代理费有很大程序的
差别， 经济收入的问题在一定
程度上， 造成部分公职律师的
流失。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包括公

职律师在内的工会专业法律人
才的培养， 褚军花建议， 可以
尝试建立公职律师等专业法律
人才的培养机制， 从基层和现
有的工会工作人员选拔优秀人
才加入到公职律师队伍中来 ，
形成和社会律师的有效配合 。
另外， 还可以制定培养和鼓励
的政策， 留住人才， 让人才在
工会的平台上得以成长。

此外， 很多工会维权律师
在接受采访时都表示， 因为没
有执法权， 腰杆不够硬， 在调
解或代理过程中难免到处碰壁。
对此， 虽然很多律师都表示可
以见招拆招， 但要想真正让职
工挺直腰板， 维护好自身的合
法权益， 工会这个 “娘家人”，
还应该更 “硬气”， 成为职工的
有力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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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联动
全市400余律师助力工会维权

让职工在身边
找到法律顾问
———工会维权律师工作现状调查

职工和企业发生劳动争议怎么办？ 职工遭遇侵权却无力维护
怎么办？ 面对劳动争议案件井喷式增长的现状， 2009年， 北京
市总工会联合其他行政机关和司法机构及北京市律师协会， 专门
聘请律师参加到劳动争议调解工作中， 让职工身边多了一支专业
维权律师。 维权律师不计报酬、 热情服务， 免费为职工提供法律
援助， 让 “有困难找工会” 这句话多了一层专业依靠。

近几年， 不仅是一线职工需
要得到专业 的 法 律 维 权 服 务 ，
随着 “服务型 ” 工会的深入落
实， 大量的工会服务站、 职工之
家也都需要专业的律师队伍来提
供服务 。 所以 ， 市总工 会 开 始
和 20 多 家 律 师 事 务 所 合 作 ，
保证每年有 400多名社会律师
参 与 到 工 会 的 劳 动 争 议 调 解
中 来 ， 充 分 发 挥 劳 动 关 系 协
商机制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
的作用。

据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副
主任褚军花介绍， 目前全市工会
系统的公职律师只有5名 ， 力量
还是稍显薄弱， 需要加强这支队
伍的培养和建设。 就她多年服务

基层工会和职工的体会而言， 工
会公职律师的介入对劳动争议案
件的有效调解是有一定帮助的，
尤其是成立了工会的国有企业和
事业单位， 由于对公职律师的公
益性比较认可， 加上对工会 “娘
家人” 的信任感， 所以获得了比
较好的调解效果。

褚军花给记者讲起了前不久
刚刚调解成功的一个案例 。 在
受 理 案 件 后 ， 她 第 一 时 间 与
企业方的人事部门取得联系 ，
了 解 案 情 ， 对 方 得 知 她 是 工
会 公 职 律 师 后 ， 在 电 话 中 就
表示愿意以调解的方式处理争
议 。 在调解过程中 ， 企业方坦
言， 因为她的工会公职律师身份

才愿意调解， 如果职工聘请社会
律师来代理案件则不会接受调
解。 最终， 在她的调解下， 双方
达成了一致意见， 事情也得到了
有效解决。

据了解， 2015年， 市总扩大
劳动争议调解力量， 邀请市工商
联加入劳动争议调解六方多家联
动机制。 目前， 全市各级工会组
织都在着力打造和谐劳动关系过
程中， 各尽其能。 据统计， 2015
年， 各级工会调解组织共受理劳
动争议2.2万件， 调解成功1.1万
件， 为职工挽回经济损失1.22亿
元。 工会法律援助工作站为职工
提供法律咨询1.1万次 、 法律援
助1804件。

扎根基层
掌握全镇企业的用工情况

北京一格律师事务所的副主
任李丹是名业务能力非常强的律
师， 除了社会律师， 她还有一个
特殊的身份———工会律师， 她常
驻在大兴区青云店镇工会调解中
心， 每天和劳动监察员一起联动
为职工维权。

前几年， 随着大兴新城的不
断成熟、 亦庄新城的快速发展和
新航城的开工建设， 大量无照经
营企业快速涌入， 造成人口、 资
源、 环境问题突显， 劳资纠纷、
违法建设、 安全生产等社会问题
滋生 。 为破解这一难题 ， 2013
年， 在区总工会和人力社保局的
指导下， 青云店镇建立了劳动监
察分队， 监察队伍进驻到基层工
会服务站， 从源头化解劳动争议
矛盾。 这个时候， 十分需要有懂
法的律师来发挥专长， 为职工、
企业调解。 李丹就是这时进驻到
乡镇工会调解中心的， 如今， 她
已经在这里提供了两年多的专业
服务。

“工会调解员和律师一样，
都没有执法权， 做劳动争议调解
经常碰壁， 很难得到企业方的配
合。” 李丹介绍， 这就是为什么
要开展联动 “作战” 的原因， 他
们提供法律支持， 对方为他们提
供 “执法权” 的保障。 监察分队
和调解员的配合非常默契， 一般
会分头行动， 向双方宣讲法律法
规和政策文件， 一方面告知工人
要采取合理合法的方式表达诉

求、 解决纠纷， 维权别违法； 另
一方面， 向企业负责人告知应承
担的用工责任和义务， 以及未承
担责任义务将面临的处罚。 “在
查明案件、 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
的基础上， 我们发扬连续作战的
精神 ， 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结
案。” 李丹说。

近三年的时间， 李丹的律师
团队为青云店镇的劳动争议调解
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撑 。
“乡镇里大多是民营企业， 劳动
者的法律素质不高， 搜集证据的
能力不强， 这就需要律师发挥作
用。” 李丹介绍， 一般遇到有劳
动者向工会反映争议诉求的时

候， 律师会赶在与企业方约谈之
前把证据摸清， 这样才能更好地
得到企业方的配合。

目前， 李丹早已掌握了全镇
企业的用工情况， “黑名单劳动
者” 就是通过大量的摸排、 规整
得出来的一份数据。 在调解过程
中， 李丹发现有的劳动者在区域
内特别常见， 调查发现是恶意讨
薪现象， 这类人就会被列入 “黑
名单”。 为企业做法律培训的时
候， 就会提示企业， 在招工的时
候多加留心。 “工会的律师服务
不但为职工维权， 同时也是为企
业服务的， 我们的工作目标就是
做到用工和谐。” 李丹说。

热情服务
成为职工最贴心的法援顾问

密云区总工会为进一步贴
近职工， 第一时间参与到劳动
争议调解工作当中 ， 与区仲
裁部门联合办公， 对可调解的
劳动争议进行细心调解， 对于
不可调解 ， 且符合法律援助
相关规定的案件， 驻调解中心
的专业律师将给予免费的法律
援助。

北京檀州律师事务所有12
名律师为工会的签约律师， 他
们中的5名律师会采用轮流值班
的形式， 在密云区总工会劳动
争议调解中心负责接访调解工
作、 下访企业、 宣传讲解劳动
政策等工作。 王玉娟律师就是
其中一名。

“其实能成为工会维权律
师我很荣幸 ， 从 2012年 4月至
今， 我已经为很多职工提供法
律咨询、 援助等服务， 觉得帮
助他们 ， 让我也特别有成就
感。” 王玉娟笑起来很灿烂， 身
为一名从业多年的资深律师 ，
在她身上， 依然看得见发光的
社会责任感与对弱势群体的同
情之心。

2015年的一天 ， 拄着双拐
来到劳动争议调解中心寻求帮
助的武艳红就得到了王玉娟
他 们的热情接待 ， 武艳红在

一家服装店上班 ， 在下班途
中 发 生了交通事故 ， 因无法
认定工伤， 而向工会申请了法
律援助。

“因为当事人右脚粉碎性
骨折， 行动非常不便， 我们的
援助律师就多次前往其租住的
房子里， 为其解答相关法律问
题， 进行法援手续和送达相关
法律文书。” 王玉娟告诉记者，
这是一个相对复杂的案件， 很
多内容和手续都要与职工随时
沟通， 于是 “上门服务” 就成
为王玉娟给武艳红的一份特殊
待遇。 目前， 该案件依旧在进
行之中。

“事实上， 对绝大多数工
会维权律师来说， 收入都是次
要的 ， 因为有对弱者的同情 ，
对法律公正的捍卫， 他们热情
地投入到工会维权服务工作当
中来。”

王玉娟说， 虽然现在广大
职工的维权意识都已明显提高，
但维权能力仍然有限， 而身为
专业律师要做的， 就是补上职
工维权能力的短板。 “特别是
面对那些文化程度不高， 收入
也有限的职工， 我们都想用尽
浑身解数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促进和谐劳动关系。”

发展局限
建议全面加强专业人才培养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