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工资集体协商专职指导员

□本报记者 白莹 文/摄

他 们 是 工 会 聘 请 的 一 支 “ 谈 薪 ”
奇兵 ；

作为职工跟老板谈工资待遇的 “场
外指导”， 他们对于劳资关系谈判的操作
技巧和沟通协调都颇有心得；

面对诸多企业特别是中小非公企业
“不敢谈、 不会谈、 不愿谈 ” 的尴尬 ， 他
们现身说法， 现场指导；

为了职工的 利 益 和 企 业 的 长 远 发
展 ， 他 们 是 有 名 的 “妈 妈 心 ” “婆 婆
嘴” ……

他们就是活跃在和谐劳动关系建设
一线的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

不久前 ， 午报记者贴身采访了一批
经验丰富 、 成效突出的优秀工资集体协
商指导员 ， 倾听他们诉说各自的实战秘
笈和工作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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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集体协商专家、 北京市工资集体协商指
导员宣讲比赛二等奖……难以想象， 这些荣誉的
获得者是一位56岁的退休职工， 她就是北京市工
资集体协商专职指导员王丽萍。

“现在的基层工会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维
护职工利益。 我20多年的工会工作就是在维护、
协商和谈判中一路走过来的。” 王丽萍告诉记者，
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改变了以往出现问题后再
解决问题时的 “棘手” 和尴尬， 是在源头解决问
题的工作方法， 最大程度地维护了职工利益。

王丽萍2015年退休后受聘成为北京市工资集
体协商专职指导员。 “工资集体协商专职指导员
要做职工的 ‘娘家人’， 也要做企业经营者的好朋
友。 只要功夫到位， 方法对头， 找准企业利益与
职工利益的平衡点， 自然水到渠成。” 这是她工作
中经常说的一句话。

通州区有11个乡镇， 6个街道办事处， 2个产
业园区所处区域、 组织架构、 企业性质和人员比
例都不同。 面对多而复杂的情况， 他们对工资集
体协商心存疑虑不愿谈、 拒不协商不肯谈、 企业
工会干部怕 “炒鱿鱼” 不敢谈的 “三不现象”， 王
丽萍决定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修好 “四门课”，
打好 “感情牌” “方法牌”。 因企制宜， 分企施
策， 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和对待工资集体协商持
不同态度的企业采取不同的工作方法。

为较好完成工作任务， 王丽萍首先给自己充
电， 增加专业知识的积累。 平日里， 她注重学好
“四门课”。 一是学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 “必修
课”； 二是学好 《工会法》 《劳动法》 《劳动合同
法》 《集体合同法》 《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

《北京市集体合同条例》 等相关法律法规文件的
“主修课”； 三是学好协商指导员在集体协商中如
何规范操作的 “专修科”； 四是学好协商指导员在
协商工作中应掌握的各种工作方法、 技巧的 “选
修课”。

刚到指导员岗位上， 王丽萍就接了一个2年未
谈成的案子。 在得知一家企业工会都成立了，仍旧
“拿不下”工资集体协商后，王丽萍开始进行“攻坚
战”。她在区总工会权益部领导的带领下，协同市总
权益部领导、 通州劳动社会保障局劳动关系科科
长、通州致宏律师事务所律师三次分期分批前往国
美总部与其相关负责人进行洽谈， 通过多次磋商、
会晤，宣传法律法规，最终达成共识，开启了集体协
商签订集体合同的筹备工作。筹备期间可谓是一波
三折，难题丛生。 “前期配合得还好，我还在暗自高
兴，突然间工作人员变动，新人对此一无所知，工作
还得从头再来。”面对新人打出的“太极拳”和“拖字
诀”，王丽萍经过两个月的不懈努力，将谈判提上议
事日程，在一个月内顺利完成协商，终于啃下了这
个“硬骨头”。

在王丽萍和她的团队为实现通州区工资集体
协商机制全覆盖的辛勤奔走下， 截至目前， 通州
区集体协商、 集体合同覆盖企业1973家， 覆盖职
工64311人。 集体协商建制率均动态保持在90.5%
以上。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北京市工资集体协商专职指导员

□本报记者 陈曦 文/摄

王连英

素质过硬
基层工作才能更顺畅

“自从退休后， 我就走上了集体协商指导员
这个岗位。 这既是工会对我们的信任， 也是我们
想要发挥余热的自我选择。” 北京市集体协商指导
员王连英说。

王连英曾经在北京市皮鞋厂担任了24年的工
会主席。 退休以后， 王连英就加入了北京市集体
协商指导员的队伍。 “1996年刚出现工资集体协
商时， 我们企业就开始开展这项工作了。 一直到
2016年退休， 我主持了20年的工资协商会议。”

虽然在集体协商工作上已经 “身经百战”， 但
王连英还是经过了一系列的笔试、 面试才真正成
为了一名集体协商指导员。 让她印象深刻的是，
面试的时候， 主考官问她： “您对这个工作怎么
这么了解？” 她回答说： “我在企业亲力亲为干了
这么多年， 这些事情已经刻在我脑子里了。”

王连英表示，集体协商可以维护企业和职工的
双方利益，促进企业和职工互赢互利，最终形成经
济发展、职工受益、企业和谐、社会稳定的良好局
面。 而这20多年的工作实践中，对于如何才能打开
局面、开展好这项工作，她也有自己的见解。

王连英介绍， 都说 “万事开头难”， 想在企业
开展集体协商， 首先要做通企业的工作， 争取企
业方的支持， 其次要在企业形成 “党委领导、 行
政支持、 工会运作、 员工参与” 的协商工作格局，
制定集体协商制度。

说到精心准备， 王连英刚当上集体协商指导
员不久， 就接到了要指导新街口街道总工会开展
物业行业集体协商的任务。 第一次听完工作人员

对工作的介绍， 她的感受就俩字： 繁杂。
“我其实挺理解他们， 每天面对琐碎的工作，

很难有时间、 精力学习好集体协商的规程及要求，
更别提还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了。” 王连英说， 于
是， 她当即就承诺， 她来做基础准备工作， 工作
人员只需要对照组织实施就可。 王连英将协商的
每个程序梳理好， 编制了35个文件及表格， 随后，
她又与街道总工会工作人员一起， 用了三个月的
时间， 完成了每个环节的工作， 为新街口街道物
业行业协商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一次， 王连英到基层调研时， 街道工会同志
抱怨说： “我们每年签区域工资协议书太牵扯精
力了， 大家都要跑到覆盖单位去盖章， 有的单位
要跑上好几次， 每年签的协议书一大摞， 几年下
来一间屋子都快放不下了。” 凭借多年的工作经
验， 她一下就听出了问题。 “区域合同应该是一
纸覆盖， 在职代会审议通过后， 双方首席代表签
字完， 立即组织覆盖单位盖章， 这样既符合协商
要求又提高工作效率， 还节省纸张， 便于存档。”
她说。 随后， 在王连英的指导下， 这个街道的区
域协商工作改变了工作方法。 “现在， 我每次去
那个街道， 工会工作人员都会跟我说， 您的耳朵
太 ‘毒’ 了。 因为自从听了我的建议， 他们的工
作通畅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