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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文 陈艺/摄

在首都工会， 有
一条联通职工群众的
“12351” 热线 ， 每
到 北 京 市 “ 两 会 ”
前夕， 这条热线就会
热得发烫。 因为每到
这个时间， 北京市政
协工会界委员就会来
此接听职工群众的电
话， 将职工的诉求和
呼声传达到 “两会”
上去， 并将其中的重
要问题归类形成提
案、 建议， 推动政府
的决策。 这一热线平
台已经坚持了12年，
并且已经成为政协、
工会、 政府联络职工
群众的一条不可或缺
的直通渠道， 被职工
亲切称为 “连心桥”
———

““连连心心桥桥””是是怎怎样样铸铸成成的的？？
“您好， 我是政协委员张凤

敏 ， 您请讲 ！” 12月14日下午 ，
北京市政协委员张凤敏等准时来
到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 “12351”
工作间， 接听 “带着职工心声上
两会” 热线， 这已经是北京市政
协工会界委员连续第12年接听职
工热线。

连续12年的坚持， 这项政协
委员联络职工群众的活动在市政
协工会界已成为了一个传统节
目。 北京市政协主席吉林高度评
价“连心桥”模式的作用：工会界
委员利用接听热线， 倾听职工群
众的呼声， 拉近了与职工群众的
距离，这种工作模式是可复制、可
推广的。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市总工会主席牛有成盛赞：这
是一个好传统， 也是市政协与市
总工会探索出来的一个双赢模
式。 让职工群众反映的问题有倾
听、有答复、有跟踪，最终促成解
决，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打造直接倾听职工
心声的平台

今年是北京市政协 “带着职
工心声上两会” 热线开通的第12
个年头， 工会界委员通过北京市
总工会 “12351” 职工服务热线，
开展接听职工群众热线活动。 据
不完全统计， 在两个半天的时间
里， 24位市政协工会界委员就接
听了职工群众来电130多个， 内
容涉及住房、 养老、 就业、 供暖
等方方面面。

委员们普遍反映， 通过接听
热线活动， 大大拓宽了政协委员
提案线索征集范围。 并表示， 将
围绕热线反映的问题展开深入调
研， 形成提案提交大会， 或将涉
及职工群众切身利益的相关意见
建议带到两会上进行交流协商。

市总工会巡视员、 市政协社
法委工会界别小组召集人王玉英
介绍，仅统计这5年来，市政协工
会界委员共提交团体和界别提案
13件、委员个人提案248件。 有5件
界别提案被评为优秀界别提案，8
件委员提案被评为优秀个人提
案， 这其中很多的提案线索便来
自职工反映的热线建议。 热线活
动中职工反映较为集中的问题，

如完善最低工资增长机制、 加强
劳动争议调解、 落实职工带薪年
休假等， 经政协委员转化为提案
后都得到了推动和落实。

所以 ， 每年临近 “两会 ”，
来到职工服务中心 “12351” 热
线大厅接听职工群众的来电， 政
协委员们热情都非常高， 他们一
致认为这是一个贴近职工贴近基
层的好平台。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副总工程师高扬， 已经连任三届
市政协委员。 从 “带着职工心声
上两会” 热线开通以来， 12年来
从未缺席 。 “我虽然是搞交通
的 ， 但是我也是职工 ， 三届以
来， 我一直在工会界， 就是希望
能够更接地气。 热线电话是一道
桥梁， 连接起政协委员与普通工
人， 每一位委员都希望能通过这
样的方式更好地履职， 为职工群
众服务。” 高扬表示。

市政协委员、 燕山石化公司
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许光表示，
参加的政协活动中， 对他触动最
大、感受最深的经历，是每年工会
界别组织的 “带着职工心声上两
会”的接听电话活动。 从来电中，
他感受到了职工群众对政协委员
的信任和期望； 从中了解到了在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生活水平大
幅度提高的同时， 依然还有部分
群众因种种原因生活比较困难；
也真诚地感受到了职工群众对政
府工作的关心， 一些群众电话反
映的并不是个人的私事， 而是希
望通过政协委员向市委市政府反

映政府管理存在的问题以及社会
管理中需要改进的地方。

推动职工诉求成为
党政决策

缘何一条热线能坚持12年？
为何这种热线沟通机制越来

越受到政协、 工会和政府高层领
导的关注和重视？

王玉英介绍说， 工会界别小
组一直坚持以市政协社法委为依
托， 紧紧依靠市总工会， 确保界
别工作得到强有力的组织支持和
保障。 包括政协委员接听职工热
线活动， 自始至终都得到了市总
工会和各基层工会的大力支持，
工会各部门为此做了大量细致的
筹备工作。

王玉英介绍， 每次接完热线
后， 委员们都要对所有线索进行
梳理归类。 如果是个案， 例如某
某单位不给加班费、 拖欠工资一
类的问题 ， 就 “谁的孩子谁抱
走 ”， 联系有关部门负责解决 。
每一个来电， 都记录了真实姓名
和联系方式， 委员们还会对问题
的进展进行追踪。

如果涉及的是政策问题， 或
是历史遗留问题， 委员们可能掌
握的不是很清晰， 在 “两会” 期
间举办政务咨询的时候， 委员们
会带着这些职工的问题对接相关
部门， 当场了解情况， 了解清楚
后再给职工一一回复。 “这就是
职工心声直接连通 ‘两会’ 的最
好体现。” 王玉英解释道。

那么什么样的问题能够形成
提案提交政府呢 ？ 王玉英举例
说， 从热线线索到一个真正的提
案， 这其中还包含了大量的梳理
和详细调研工作。 如果是职工群
众反映比较突出的问题， 比如带
薪年假、 工资协商等问题， 涉及
到立法的， 委员们会围绕职工反
映的诉求展开深入调研， 形成委
员提案在市政协全会上提交， 或
将涉及职工群众切身利益的相关
意见建议带到市政协全会进行交
流协商。

还有些职工会觉得热线接听
后 ， 与政协委员沟通仍意犹未
尽 。 对 此 ， 王 玉 英 表 示 ，
“12351” 是每天24小时、 全年无
休的热线， 职工有问题可随时随
地来电反映。 每年在上 “两会”
之前 ， “12351” 还会将全年接
到的热线进行分析， 并向工会界
委员做汇报， 职工不用担心问题
反映不到政协委员那里去。

职工热线的能量正
在放大

在委员们看来， 有效的提案
办理 ， 既是对委员们最大的鼓
励， 也是对广大职工群众最好的
服务。

而通过接听职工热线， 政协
委员们找到了一条发现热点线
索、形成优质调研提案的好路径。

朝阳区双井街道总工会主席
张凤敏是2016年增补的十二届政
协委员， 当年第一次接听热线，
接到的第一个电话就形成了一个
提案， 涉及到煤改电如何建立长
效机制的问题。

张凤敏清楚地记得， 当时是
一个什刹海地区居民曹女士打来
的电话， 反映当地煤改电已经10
年了 ， 设备老化 、 制暖效果不
好， 居民不知道如果更新设备，
应该上哪儿去买， 是否继续给居
民补偿 ， 设备后续维修怎么跟
上？ “当时， 我意识到煤改电如
何建立长效机制确实是个大问
题， 而且北京大面积的煤改电都
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后来我与曹
女士多次电话沟通， 还去了趟她
家了解情况， 形成了我的第一份
提案。”

这份提案很快引起了有关部
门的关注， 还通过张凤敏联系到
曹女士， 实地去走访了解情况，
并承诺出台方案进行落实。 “我
还会继续关注煤改电的问题， 现
如今北京及周边省市大范围开展
煤改电工作 ， 覆盖的群众会更
多， 希望政府把这项民生工程做
得更惠民更持久。” 张凤敏说。

小小职工热线还推动了北京
建立完整的劳动争议调解联动机
制。 2011年，北京市政协工会界别
委员通过热线， 了解到不少职工
反映劳动争议立案难、调处难，成
本高，由此他们通过调研，提交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动争议调解
工作的提案》，这份提案后来被评
为了市政协 “十大最具影响力提
案”。 截至目前，本市已有10万余
件劳动争议案件在基层得到成功
调解，涉及金额9.6亿元。

委员们经过对职工热线反映
的问题细致调研发现， 2008年以
来 ， 全市劳动争议案件大幅增
长 。 如果政府能够整合社会资
源， 健全和创新劳动争议调解机
制， 这样可使争议案件解决在萌
芽中， 大幅度降低维权成本。

为了推动职工诉求的解决 ，
政协委员们陆续提出几个提案，
建议建立劳动争议调解的联动机
制。此后，由工会、人力社保局、法
院、 司法等组成的 “六方多家联
动”劳动争议调解机制，形成了北
京特色的劳动争议“大调解”工作
格局。如今，北京的劳动争议案件
70%在街乡级劳动争议调解中心
就能够得到成功调解。

正如北京市政协主席吉林今
年来到职工热线接听现场时所说
的那样， 工会界别委员坚持了12
年的这项工作， 给市政协其他界
别提供了非常好的工作模式。 政
协要发挥好桥梁作用， 就得认真
倾听群众呼声， 让群众感觉到政
协委员就在身边， 离他们很近。

职工热线 ， 直通 “两会 ” 。
一项项实实在在的议政成果， 证
明了这种便捷的、 零距离的沟通
方式是有效的， 可复制推广的。
张凤敏等委员表示： 今后委员沟
通职工的方式会更加常态化、 多
样化， 职工的心声也将更多地形
成为政协的成果。

———政协委员接听职工热线12年深度探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