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动关系， 事关企业和职工共同
的利益。 因此， 如何解决劳动者最关
心、 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协
调好企业与职工之间的利益关系成了
大家关注的话题。 而在企业的发展中，
企业与职工难免会发生劳动争议。 每
当此时， 总会有一群人挺身而出， 架
起和谐劳动关系桥梁， 化解纠纷。

为了帮农民工讨回欠薪， 他们忙
碌在工地一线； 为了及时、 便捷解决
劳动争议， 他们的手机成了一个 “流
动的劳动争议调解室”； 为了从源头上
有效防止劳动争议， 他们积极参与起
草相关政策……尽管工作的岗位不同，
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缔造
和谐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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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晶 文/摄

陈洪祥
德胜街道总工会主席

□本报记者 闵丹 文/摄

王宗福
开发区劳动监察大队副大队长

“我们街道建会企业的负责人我基本都认
识。” 8月10日， 记者见到了德胜街道总工会主席
陈洪祥。 该街道现有建会企业3055家， 会员2.2
万余人。 2011年， 德胜街道率先在全市成立了街
道级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 短短几年， 德胜街道
实现了劳动争议调解机制全覆盖。

“我们在规模以上企业中成立劳动争议调解
委员会， 在规模以下企业中设立调解员。 使职工
在遇到劳动用工等方面的问题时， 能够以理性合
法的方式反映自己的诉求。” 陈洪祥说， 除此之
外， 他的手机也是移动的 “劳动争议调解室”。

“我只相信工会主席！” 去年， 在外参加培
训的陈洪祥接到了一通电话。 对方是名七旬老
人， 十分执着， 一定要见到陈洪祥本人。 老人是
名会计师， 被位于德胜街道的一家企业聘用， 任
财务总监， 一干就是14年。 后来， 因企业更换老
板， 他无故被辞退， “春节前还在上班， 春节后
再去连座位都没有了。” 老人因此愤愤不平， 他
的诉求很简单， 企业向他道歉并赔偿他一元钱。

“一开始企业非常不配合， 给负责人和工会
主席打电话， 他们都不接。 这种行为让老人更加
气愤了。 当时， 他光汇报材料就写了厚厚一摞，
并准备去上访。 有一次， 老人晚上8点多钟还给
我打电话， 一说就是一个多小时， 我知道他其实
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希望企业能就辞退他这件事
给个说法。” 陈洪祥一边耐心地安抚老人， 一边
以街道工会主席的身份积极与该企业接洽。

“我是德胜街道总工会主席陈洪祥，你必须接

听我的电话， 因为你们的行为已经影响到社会和谐
稳定。 ”电话打不通，陈洪祥就发短信。 后来，企业负
责人的态度出现了转变。 最终，陈洪祥跟这家企业负
责人通了电话，这件事情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滴滴……滴滴……采访中， 陈洪祥的手机不时
响起。在他的手机中企业QQ群有13个。“群里都是我
们的建会企业负责人，一个群人数满了，就再建一个
新的，不知不觉就建到13个了。 我们的工会活动都是
通过QQ群通知，以前工会搞活动，通知100家企业，
也就有二三十家企业参加，现在通知100家企业就能
来100家企业。 ”陈洪祥说，为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近几年来，德胜街道总工会在化解矛盾、凝聚力量、
理顺情绪、温暖人心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已经形
成了常态化的工作机制。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更重要的是防患于未然。
德胜街道总工会连续多年开展了工会知识、 安全生
产知识竞赛。 “答题的内容除了相关知识外，还包括
职工对企业、工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陈洪祥说。
一次， 一家企业的职工在答题时几乎都提到了企业
存在安全隐患。 就此， 工会及时与安监部门联系，
建议他们重点检查该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 一旦发
现问题必须限时整改。 等第二年搞知识竞赛时， 这
家企业再没有职工反映相关问题了。 “可见工会工
作做好了， 一样能解决大问题。” 陈洪祥说道。

手机成为了移动
“劳动争议调解室”

采访王宗福时， 他正在工地上处理一件拖欠
农民工工资的事情。 这边还在处理中， 他的手机
铃声响起了……作为一名劳动监察员， 已经工作
了11年。 在这11年间， 他不仅有幸见证了开发区
从偏僻的远郊， 成长为首都实体经济主力军、 科
技创新的主阵地； 更庆幸自己亲身参与到了这些
变化中， 在自己所热爱的事业上认真履责， 全力
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指导企业依法用工， 为劳
动关系的和谐稳定保驾护航。

王宗福所在的劳动监察大队有7名监察员 ，
需要面对区内16000多家企业 、 20多万劳动者 ，
每天的工作任务繁重。 “因此， 我时刻提醒自己
是一名共产党员， 每天带头走在办案一线。 手机
铃声就是命令， 就是冲锋号。” 王宗福介绍， 自
打从事了劳动监察工作， 他和队员们的手机从未
关机， 无论何时何地， 总是带在身边， 时刻准备
处理突发情况。 对此经常会有人问 : “一个人力
社保局的， 能有啥人命关天的事儿？ 把自己整得
的像公安的似的。” 王宗福心里明白， 劳动监察
工作无小事， 关乎劳动者的权益和生存， 关乎整
个用工环境的和谐稳定。

在遇到劳资纠纷突发事件时， 王宗福带领监
察员总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有时会不休不眠地
和职工对话， 为企业提出可行性的解决办法； 遇

到情绪激动的农民工， 先要平息他们的激动情绪，
引导他们依法维权。 目前开发区建筑工地150多个，
开复工面积达到1000万平方米。 个别时期一天会发
生多起拖欠工资的劳动纠纷， 尽管7名监察员天天
连轴转， 还是需要经常加班加点、 昼夜值守。 王宗
福告诉记者， 望着农民工兄弟讨要工资的渴望眼
神， 我们所有的同志们： 投诉事件不解决， 就不能
下班。 “遇到突发性讨薪事件， 无论风里雨里、 无
论白天黑夜、 无论距离远近， 我们的监察员都要在
30分钟内赶到， 再苦再累也要确保农民工兄弟拿到
血汗钱。” 谈到解决农民工欠薪的问题， 王宗福坚
定地告诉记者。

为了提高农民工兄弟的维权能力， 王宗福还和
开发区劳动监察大队的同事们一起编写了图文并茂
的 《劳动者维权手册》， 发放到农民工手中， 制作
了 《劳动保障权益告示牌》、 《工作案例展板》 悬
挂在所有工地项目部和生活区， 在指导建筑施工企
业要依法用工的同时， 开辟投诉举报绿色通道， 引
导农民工依法维权， 杜绝了极端讨薪和越级上访事
件的发生。 因工作成绩突出， 大队连续4年被市人
力社保局评为 “无拖欠工资” 工作先进单位。

手机铃声
就是行动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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