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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江艳

———记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立案调解庭
１年审理劳动争议案568件

都说妇女能顶半边天， 顺义
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立案调解
庭共有9名工作人员， 其中8名为
“女将 ”。 她们以女性特有的细
致、 温柔、 善良、 热情、 耐心，
践行着 “服务型窗口 ” 的高要
求， 用专业的精神撑起了劳动者
合法维权的明亮天空。

正是立案调解庭女性工作人
员的温柔如水， 在本是荆棘冲突
的纠纷之地， 浇灌出美丽动人的
和谐之花。

换位思考 精细服务

走进顺义仲裁院立案大厅 ，
进门处悬挂着仲裁程序流程图，
书写台上分门别类地陈列着申请
书模板， 立案一次性告知书在大
厅宣传架上可以随便取阅， 法律
援助中心、 工会等法律服务部门
的联系方式在公共饮水机边醒目
张贴……即使第一次来办事，也
能在精细的指引下顺利进行。

以仲裁程序为中心的相关问
题信息量巨大， 光有工作人员的
口头答复不利于当事人的理解消
化。 立案大厅内精细服务的微小
细节， 让当事人的各种疑问获得
更加充分而清晰的解答， 也让仲
裁工作更加公开透明。

目前， 立案大厅可办理从立
案到领取裁决书的仲裁全程业
务， 为当事人提供 “一站式” 服
务 。 为了让当事人办事能迅速
“找对门”， 除了用叫号机明确展
现业务办理内容与七个窗口的关
联外， 立案调解庭还特设一名大
厅导引人员， 让当事人进门便能
得到主动而全面的咨询服务。 此
外， 导引人员还会时刻关注各个
窗口的流量， 在人流高峰期， 对
办事群众进行分流， 尽量减少当
事人的等待时间。

“把自己当成当事人 ， 想当
事人所想， 急当事人所急” 是立
案调解庭的核心服务理念。 她们
在工作中换位感受当事人遇到争
议时的焦虑和对非专业领域问题
的茫然， 并从大厅设置、 人员安
排和沟通方式等方面进行了精细

考量， 尽力减少当事人遇到劳动
人事争议时的无助感。

理解为先 先听后讲

倾听也是理解当事人所急所
想的重要步骤， 立案调解庭贯彻
理解为先 、 先听后讲的工作原
则。 无论是接听电话还是对前来
办事的群众， 立案调解庭的工作
人员始终坚持做到认真倾听。

一次，一位王先生前来立案，
因为初次接触劳动争议， 他对仲
裁的内涵和程序十分陌生。 立案
调解庭的阮学会看到王先生在大
门处犹豫不前， 便主动上前询问
王先生想要办什么业务， 是否遇
到什么困难。 王先生感受到阮学
会的亲切和真诚后， 吞吞吐吐地
描述了单位将其辞退的过程。 尽
管讲述过程中， 王先生的表达有
些语无伦次， 但阮学会一边耐心
地从其断续的言语间猜测意思，
一边引导王先生准确表达自己的
诉求。在解答问题前，阮学会也总
会先向王先生复述一遍问题，让
王先生确信立案调解庭已经知晓
其问题后才开始解答。 阮学会的
真诚和耐心， 让王先生对顺义仲

裁院有了充分的信任。
于是， 在整个仲裁过程中 ，

王先生总是会不时到立案庭来咨
询问题， 尽管立案庭将电话号码
告知了王先生， 王先生仍然坚持
面对面与立案调解庭的工作人员
沟通： “见到你们， 我就觉得踏
实， 有安全感； 因为你们， 我才
相信仲裁， 相信法律。” 王先生
还特地向北京市政府便民电话中
心去电， 大力表扬顺义仲裁院立
案庭的工作人员。

身在兵位 胸为帅谋

作为顺义区劳动争议处理的
门户， 立案调解庭在埋头办案的
同时， 以女性的敏锐发掘时政热
点对辖区内劳动关系的影响，拥
护并协助推进国家政策方针的贯
彻落实，做到了“身在兵位，胸为
帅谋”。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近年
来北京市的重点工作之一， 立案
调解庭对辖区内涉及 “疏非” 企
业的争议高度重视， 制定了完整
的工作机制并全力以赴。

为处理某机械厂的集体劳动
争议，冬日的一天，天还未亮，立

案调解庭的工作人员便携带着打
印机、 计算机等沉重的办公用具
到达工厂厂房。 8时许，当机械厂
的老职工们到厂房看到立案调解
庭的女同志们已经严阵以待，无
一不称赞她们的敬业精神。

负责此次调解工作的庭长刘
培， 身为女将之首， 已经有了十
余年的仲裁工作经验。 她指挥调
度有条不紊 、 解答问题专业干
练， 得到了机械厂和老职工们的
信服， 双方当事人也因此十分配
合调解工作。 在立案调解庭的指
挥下双方进行沟通协商， 即使偶
有商量不妥之处， 也未发生激烈
冲突。 最终， 40余名劳动者与该
机械厂达成了总金额逾260余万
元的调解协议， 调解后双方也再
未产生其他劳动冲突。

据统计， 2017仲裁年度， 顺
义仲裁院共受理涉及 “疏非” 的
集体劳动争议案件15件， 涉及用
人单位10家、 劳动者625人 。 与
同一用人单位发生争议的劳动者
人数少则十人， 多则百人或数百
人， 对涉及20人以上的 “疏非”
型集体争议， 立案调解庭的女同
志主动参与了每一次外出调解和
立案工作。

精勤卓越 攻坚克难

时代的不断发展进步对仲裁
工作、 对职场女性也提出了新的
要求 。 面对新的挑战 ， 精勤卓
越、 攻坚克难是立案调解庭的8
名女将的制胜法宝。

立案调解庭有 8名女同志 ，
女性工作人员比例居全院之首，
近几年可谓 “好孕” 连连， 但金
花们从未因此使工作效率打折
扣。 “工作第一， 家庭第二” 是
立案调解庭始终坚持的原则。 怀
孕职工会在早上六七点到医院挂
号 ， 做完产检后立马回到岗位
上； 即使是待产的人也会坚持开
庭审案、 接待咨询， 坚守直至生
产的前一天； 母亲会在下班后把
孩子安顿好， 再回到院里加班写
裁决书； 即使是孩子生病发烧，
彻夜的照顾之后， 早上她们也会
振作精神走上岗位。 这一切的坚
守， 均源于她们对法律制度的信
仰， 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对职业
操守的担当。

仲裁信息化建设， 是对立案
调解庭工作的一次挑战。 在建设
之初，为保证案件信息安全，立案
调解庭连续三个月采取 “传统+
新系统” 双保险的方式进行立案
登记，在承受双倍工作量的同时，
立案调解庭还紧锣密鼓地对案件
管理系统进行测试， 与软件开发
人员不间断地沟通， 在案件管理
系统中不断融入更加方便当事
人、更加符合工作需要的新想法。
在立案调解庭的推动下， 顺义仲
裁院的案件管理系统圆满完成。
案件数字信息化的积累， 也为把
握全区劳动争议案件情况提供了
准确依据， 大力服务于案件的统
计分析和劳动争议的预防工作。

2017年度， 立案调解庭共接
待当事人22894人次 ， 立案4690
件； 代收证据、 送达文书逾8000
份；参与全院外出调解十余次，涉
及劳动者近千人； 审理劳动争议
案568件，调解率达80%。 2018年，
顺义仲裁院立案调解庭获得了北
京市三八红旗集体的荣誉称号。

□本报记者 边磊 文/摄

警营里的“创新达人”
———记首都政治中心区巡特警支队民警邓标

他叫邓标， 一个阳光、 帅气
的80后警察。 2012年， 他从中国
人民公安大学毕业， 来到首都政
治中心区巡特警支队， 负责东长
安街道一线巡逻防控工作。

一年后， 他主动请缨， 来到
离群众最近的体育馆路派出所工
作， 这一干就是五年。 所里的同
事们都说邓标虽从警时间不长，
但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时 ， 爱动
脑、 敢创新、 有闯劲儿……

“像现在的视频通话 、 移动
智能摄像头 、 搜索定位都很常
见， 在生活中的应用也很广泛，
我就想能不能将这些应用到日常
的警务工作中， 于是就产生了在
社区胡同和一些重点部位合适点
位安装移动智能摄像头的想法。”
邓标说。

借助北京市公安局 “两队一

室” 警务改革的东风， 在所领导
和警队的帮助下， 他先后进行了
一系列改进创新： 打造了 “互联

网+ ” 警务工作室 ， 相继推出
“ 7Ｘ24” 智能移动探头巡控系
统 、 “7Ｘ24” 警力调控管理系

统， 并开设了平安体育馆路微信
公众号等， 这些创新项目在派出
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 一个个落
地生根， 把用智慧警务理念高效
守护社区百姓安全的理想， 逐渐
变成了现实。

邓标的用心付出就一定有回
报。 通过视频警务， 让辖区居民
少跑路 ； 通过警力调配管理系
统， 出警变得更高效， 曾经3分
钟就让一名盗窃嫌疑人落入法
网； 通过智能探头巡控系统， 成
功挽回一名8旬老人25万元的养
老钱； 通过 “平安体育馆路” 微
信公众号， 将警务动态、 安全提
示、 社区志愿活动发送到每个用
户手中， 拉近了与居民之间的距
离； 通过红桥外语翻译志愿者服
务队， 更是收获了来自于世界各
地外国朋友的点赞。

“两队一室” 改革以来 ， 社
区治安案件同比下降58%， 入室
盗窃连续11个月零发案， 切实解
决了基层派出所在实际工作中遇
到的一些难点问题， 提升了警队
的战斗力， 先后被多家主流媒体
报道，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让百姓少跑腿， 让天眼无死
角， 让社区更和谐， 让居民获得
实实在在的安全感， 这些就是邓
标打造 “互联网+警务” 的初心
和原动力。

现在， 智慧警务初见成效 ，
大家都称邓标为 “创新达人 ”。
今年，邓标还入选第五届首都公
安杰出青年卫士。 “要当好一名
社区民警 ， 就一定要有 ‘两颗
心’， 一颗是对人民群众的责任
之 心 ， 另一颗则是对党和国家
的忠诚之心。” 邓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