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年调解劳动纠纷4000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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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

杜军
市人社局调解仲裁处副调研员

“劳动者带着困扰来找咱们， 哪
有不竭尽全力的道理啊。” 记者在北京
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见到了
仲裁员杜军， 他一脸正气， 作风严谨，
在调解仲裁工作岗位已经干了14年 。
“这些年来， 经我手调解仲裁的纠纷多
达4000多件， 先后接触劳资双方代表
数万人。” 在杜军看来， 劳资双方只有
在依法依规履行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上，
才能真正创建和谐的劳动关系。 为了
当好和谐劳动关系的中间人， 他没有
怠慢过任何一件纠纷和案件。

2004年， 在部队工作和生活了24
年的杜军转业到了地方， 通过层层选
拔进入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调
解仲裁处， “从部队转业， 意味着是
转行和转型， 我做好了面对全新领域
的准备。” 杜军说。 为了适应新的工作
环境， 他积极主动学习专业的业务知
识， 吸取其他仲裁员的工作经验， 结
果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杜军就可以独
立审案。

“当时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本着
为劳动者主张正义的初衷， 开展各项
工作。” 以往的经历让杜军深知， 劳动
者择业就业的不易， 所以每每面对深

处困境的劳动者， 他总能最大限度地
帮劳动者争取利益。

在杜军的印象里， 对2015年某药
品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大量裁员的劳动
纠纷案件印象十分深刻。 “案件比较
典型， 是群体性劳动纠纷” 杜军回忆，
当时有73名企业职工到北京市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表达申请诉求， 包
括部分北京本地职工和劳动关系属地
在上海、 湖南等二十多个省市的职工。

“为了让这次群体性劳动纠纷案
件得到最大限度平稳解决， 我们接受
了73名职工的仲裁申请， 破例将外省
市职工的劳动纠纷也一并进行调解。”
杜军告诉记者， 调解算得上是最快解
决劳动纠纷的有效途径， 让劳资双方
最终握手言和， 绝对算得上是 “大团
圆” 结局。

在本案中 ， 双方均有调解意图 ，
而杜军的工作量， 也因此变得更加繁
重。 “逐一了解案情， 逐一核算补偿
金， 甚至逐一对劳动者解释相关的法
律法规， 大量的沟通协调工作， 整整
忙了长达三个月时间。” 杜军解释道，
每个劳动者的实际情况都有所不同 ，
不同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 社平工资

标准等参数不同， 最终核算出来的补
偿金也有所差异。

在反复沟通、 核算的过程中， 杜
军都记不清花费了多少业余时间和精
力。 “最终， 73名职工中的72人与企
业调解成功， 圆满解除劳动关系。” 杜
军说。 调解成功后， 该公司涉及在其
他省市的仲裁案件 ， 在处理过程中 ，
也有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上海等地仲
裁部门也参照北京市调解成果， 进行
了调解 。 最终该药品公司裁员事件 ，
未造成更大的负面社会影响， 职工权
益也得到了很好的维护。

“每次看着劳动者们心满意足地
离开，或者激动地说一句感谢，我都非
常欣慰。 ”杜军告诉记者，他也遇到过
不懂法、不讲理的职工，每当在仲裁环

节， 未能满足超出法律范畴的过份
期望时 ， 甚至会出现一些不理智和不
文明的言行。 对此， 杜军建议， 面对
劳动纠纷， 劳动者除了求助于相关法
律部门外， 更应该主动学习相关法律
法规知识， 信任法律工作者的专业程
度， 尊重每一位司法人员的劳动成果。

随着工作的深入， 在杜军心里那
杆天平也愈加公正和公平。 “事实上，
不管是企业方还是劳动者， 只有依法
建立规范的劳动关系， 才能最大限度
地避免纠纷的产生。” 杜军说， 让人欣
慰的是， 很多企业在经历劳动纠纷后，
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规范用工的重要性，
不仅及时弥补劳动者的经济利益， 更
主动修改和完善公司的规章制度， 预
防劳动纠纷的产生。

□本报记者 盛丽 文/摄

王佳林
市人社局大中专毕业就业处副处长

全方位就业服务为毕业生护航

今年是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大中专毕业就业处副处长王佳林
从事高校毕业就业创业工作的第6年，
在过去的2000多个日子中， 这位人社
局的“老兵”深深地感受到大学生就业
创业工作的重要性。 “这个工作看似关
注的个体是大学生， 其实背后联系着
一个个家庭，还有社会的稳定。 ”王佳
林感叹道。

高校毕业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
源， 在推进本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工作中， 王佳林始终谨记自己身上担
负的沉甸甸的责任。 制定相关政策是
王佳林工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这
个过程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如何才能让政策更符合高校毕业
生群体？ 怎么才能让政策的针对性更
强 ？ 一连串的问题摆在王佳林的面
前。 “没有其他捷径， 必须走到大学
生身旁， 了解他们的需求才能让政策
做到精准对接 。” 在开展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工作过程中， 王佳林带头调
查研究， 带头推进各项工作。 他和同
事们一起走进企业、 走进各区人力社
保部门 、 走进本市的多所高校 ， 用
脚、 用嘴、 用笔收集着各方对于高校
毕业生就业创业的需求。

去年， 王佳林负责制定 《北京市

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
实施意见》。 从4月到9月这5个月的时
间里 ， 他和同事们同30个部门对接 、
协调 ， 经过多次的调研 、 磋商和汇
总 ， 最终完成了这个 《意见 》 的制
定， 构建了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和
发展的长效机制。

今年，本市又制定了《关于做好普
通高等学校求职创业补贴发放工作的
通知》 进一步扩大政策覆盖范围。 这
背后也是王佳林和同事的辛苦付出。

不仅如此， 王佳林牵头制定并组
织实施 《北京市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
实施方案 》， 努力构建大学生创业服
务体系。 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实施以
来， 累计有2.83万名大学生在京开办
了创业实体； 切实解决大学生创业难
题， 制定了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政
策措施， 为在校大学生或休学创业的
毕业生提供人才支持。

6年来， 王佳林牵头和参与制定的
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政策就有
十余个。 大家不懈的努力也取得了收
获， 北京生源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连续
多年保持在95%以上。

为了促进北京市地区高校毕业生
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王佳林和同
事除去完善本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政

策，还深入开展促就业服务。 组织开展
毕业生就业服务月、 五月的大学生村
官双选会、七八月的暑期招聘月、十二
月的毕业研究生专场招聘会、 网络招
聘周等服务活动……细数有关毕业生
的就业服务，基本做到全年不间断。

与教委和高校中的就业部门研究
协商， 有针对性的组织用人单位进入
校园招聘， 分析不同高校特点组织招
聘会， 和高校老师一起开展座谈会了
解需求……一场场招聘会的背后， 王
佳林和同事们也默默做着大量的准备
工作。 他们将政策、岗位、信息、指导、
培训， 这五项服务送进一所所校园。

不仅如此， 王佳林还和同事们组
织开展 “职业规划师 、 创业指导师 ”
进校园系列活动。 办好 《好工作———
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刊 》 及微信公众
号， 惠及北京地区近40所高校的毕业
生。 为加强毕业生就业工作信息化建
设， 还先后建设了大学生村官网上报

名系统、 人力资源市场频道毕业生就
业板块、 国有企业岗位信息公示模块
等， 推进毕业生信息库和就业岗位信
息库建设， 为毕业生提供更为便捷高
效的信息服务。

王佳林和同事们还组织实施 “大
学生创业服务平台和大学生创业板 ”
建设。 在全国范围率先开启 “进口有
政府服务、出口有市场承接”的大学生
创业服务新模式。 深入北京地区高校
广泛动员大学生创业企业登录大创
板，在板展示企业34家，注册资本超过
1.7亿元， 累计为5000余人次大学生创
业者提供政策、 投融资对接、 人事人
才等服务。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
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王佳林这样总
结自己从事的工作，“我要做的就是用
精益求精和高度负责的态度， 一步一
个脚印的来推进， 让更多的高校毕业
生顺利的走出校门、 踏入社会， 在职
业之路上顺畅的走下去。”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责任重大， 使命光荣。”

“劳动者带着困扰来找咱们， 哪有不竭尽全力的道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