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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晶/文 邰怡明/插图

构构建建和和谐谐劳劳动动关关系系的的要要诀诀在在哪哪里里？？理论
圆桌

11月14日 ， 北
京市协调劳动关系
三方委员会召开构
建和谐劳动关系经
验交流会 。 2016-
2018年度北京市构
建和谐劳动关系先
进单位和个人代表
进行了经验交流 。
和谐劳动关系建设
的诀窍和要害究竟
在哪里？ 如何集合
各方力量共同参与
企业和谐劳动关系
建设？ 午报记者近
日特别约集此次受
表彰的单位和个人
代表， 就此话题展
开研讨———

主持人： 本版编辑

嘉 宾： 海淀区人力社保局劳动关系科科长 张会彬
东城区总工会集体协商指导员 范秋香
北京燃气集团工会副主席 李宏杰
北京牡丹集团新闻发言人 徐倩

必须将企业发展同职工利益统一起来

引导职工合理表达诉求 把纠纷变成“家务事”

将温情贯穿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每个环节

记者：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绝
非一日之功， 我们如何将这项工
作落到实处？

徐倩： 企业改革发展是一个
长期复杂的过程。 牡丹集团在改
革的不同阶段， 科学处理效率与
公平的关系， 先后采用 “稳定压
倒一切” “以效率促公平、 以公
平保效率” 的指导方针， 成功处
理了改革、 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坚持 “不签合同就不上岗”， 切
实把签订劳动合同作为保证职工
合法权益的基本手段。

经营企业就是经营人心， 和
谐文化是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基
础。 牡丹集团通过编撰 《牡丹宪
章》 和 《牡丹宪法》， 大力提倡
“风清气正、 简单和谐、 感恩尊
重、 充满活力” 的企业文化， 大
力提倡 “变革、 开放、 包容、 创
新 ” 的企业精神 ， 使 “内倡和
谐、 外求进取” 成为主基调， 使
“创新创造价值” 成为全体职工
的共同信念和追求， 有力促进了
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

范秋香： 从第一次沟通到企
业完成集体协商签约工作 ， 期
间， 我从宣传动员到启动协商 、
从调查问卷到文本拟定、 从协商
内容到条款表述、 从建立协商机
制到建立职代会制度， 始终全程
服务， 全程指导， 协助企业依法
规范建制签约。

企业集体协商签约后， 我并
没有停下与企业日常的联系与沟
通，除了平时工作上的联系，每逢
节假日我都要通过短信送上节日
的祝福与慰问， 使他们感受到我
不仅是他们工作上的同事， 还是
生活中的朋友。工作中，无论是对
企业单独指导还是到街道给企业
集中指导， 我都会将我的手机号

码告诉大家， 现在我的手机已成
为协商热线， 我的工作得到了他
们的尊重和认可， 被他们亲切地
称呼为协商老师、协商专家、协商
“范姐”。 感情的融入， 关系的协
调， 为集体协商续签及提质增效
夯实了基础，积蓄了后劲。

张会彬： 完善政府、 工会 、
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是党的十九
大提出的重要目标任务。 海淀区
是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和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
区， 创新资源丰富 ， 创新企业
和 创 新 人 才 云 集 ， 并 呈 现 出
产 业 在 不 同 区 域 聚集的特点 。
如何适应这些特点， 把协调劳动
关系三方机制向产业集中区域延
伸下沉 ， 为企业和劳动者提供
指导和服务， 构建和谐稳定的劳
动关系， 既保障职工权益又促进
企业发展， 成为海淀区一个重大
课题。

针对地域特点， 区协调劳动
关系三方充分协商、密切配合，并
于2019年年初在中关村创业大街
成立了我市首家协调劳动关系三
方工作站。工作站运行以来，探索
开展了民企劳动关系座谈会、企
校就业对接体验会、 高科技创业
企业劳动合同指引和大学生实习
协议指南发布会等多项活动，切
实为企业和劳动者提供贴身式精
准服务， 得到各方的充分肯定和
认可，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实践证明， 推进协调劳动关
系三方机制向基层延伸下沉， 既
能把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做
实、 做细 ， 又能充分发挥 “探
照灯” 和 “稳定器” 的作用， 是
加强基层治理、 构建和谐劳动关
系的一把金钥匙。

记者： 请谈一谈在构建和谐
劳动关系的过程中 ，如何实现
促进企业发展和维护职工权益相
统一？

徐倩： 在这方面， 我们结合
企业的实际情况， 坚持以党建为
引领， 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为依
托， 全面向现代生产性服务业转
型， 保持了企业的和谐稳定， 同
时， 创新党建带工建机制， 让职
工有了 “主心骨”。

坚持党的领导、 加强党的建
设，是国企的“根”和“魂”。通过理
顺新三会 (股东大会 、董事会 、监
事会)与老三会(党委会、职代会和
工会) 的有效衔接，形成了“党委
统一领导、行政主体到位、工会主
动配合、纪委监督检查、部门履行
职责和职工积极参与” 的领导体
制和工作机制。 企业战略的制定
实施和重大事项， 都通过党组织
渠道和厂务公开渠道， 广泛征求
职工意见、进行深入解读宣贯，使

企业发展同职工利益在战略层面
就紧密地统一起来。 党组织成为
群众的“主心骨”，职工对未来有
了信心。

李宏杰： 多年来， 北京燃气
集团始终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的发
展理念， 以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
关系作为主线， 并贯穿企业经营
管理、 安全生产、 民主管理以及
企业文化等各方面， 以此切实维
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充分调动他
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保障和促
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

比如， 我们坚持每年召开职
代会， 企业重大经营决策、 涉及
职工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如 《年
度工作报告》 《企业年金实施方
案 》 等均提交职代会审议 ， 同
时， 坚持职代会 “两上两下、 大
会表决、 民主评议” 制度， 近5
年来共组织职工代表8800余人次
对领导干部1300余人次进行民主
评议。 每年我们还会按时召开协

商会议， 共协商提高职工福利待
遇等议题20余项， 职工满意度保
持在97%以上。

范秋香： 我担任北京市集体
协商指导员已经9年了， 9年间，
我无数次听到企业方的质疑声
音， 提出开展集体协商能给企业
带来效益吗？ 我从党的要求和政
府关注谈认识、 从政策法规和国
家发展谈必要、 从工会职责和职
工维权谈必做、 从企业发展和管
理谈趋势等多层面、 多角度与企
业进行交流。 通过宣传让企业知
道了什么是集体协商， 为什么要
开展集体协商。

我认为， 作为集体协商指导
员既要当企业老板的参谋， 也要
当职工群众的朋友， 坚持手托企
业、 职工两家， 通过建立集体协
商机制， 使企业实现劳动关系双
方协商共谋、 机制共建、 效益共
创、 利益共享， 促使企业走向和
谐发展、 双方共赢的健康轨道。

记者： 在新形势下， 构建和
谐劳动关系面临着哪些新挑战？
又该如何应对？

徐倩： “十一五” 以来， 牡
丹集团面临着化风险、 保稳定与
谋发展的矛盾和特别困难的经营
局面， 但是， 我们坚决承担起责
任， 在这个过程中， 还创新了权
益维护方式， 让职工切实感受到
“娘家人” 的温暖。

比如在下属9家劣势企业破
产退出过程中， 由党委指导、 工
会落实， 共同指导基层职代会严
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的要
求履行程序， 合理、 稳妥安置职
工941人， 有效保障了职工切身
利益。

自 2009年以来 ， 《集体合
同》 的三次续签， 都最终以职工
代表大会的形式讨论通过并正式

实施。 2010年， 选拔了几位政治
素质高、 处事公正的职工代表，
成立企业调解委员会， 对劳动争
议和影响劳动关系和谐稳定的苗
头性、 倾向性问题由调解委员会
先行调解。

同时， 我们还配备了一名专
职 、 一名兼职的职工心理咨询
师， 教育引导职工通过正当途径
合理表达诉求， 依法维护自身权
益。 此外， 对历史遗留的有争议
的劳资问题， 请了解历史、 熟悉
情况 、 有威望的老同志参与调
解， 把纠纷变成 “家务事”。

李宏杰： 我认为， 建立完善
组织体系是十分必要的 。 近年
来， 北京燃气集团通过规范 “三
型” 职代会体系， 形成了组织齐
全、 机构完整、 职责明确、 管理
顺畅的民主管理组织网络 。 同

时， 我们还强化了两级劳动争议
调解委员会职能， 开通网上职工
热线， 确保职工合理诉求、 建言
献策无障碍通道， 近几年， 集团
未发生一起劳动争议案件。

张会彬：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
新常态， 加上中美贸易摩擦和我
市疏转促持续推进， 经济社会的
一些影响逐步传导到劳动关系领
域， 企业停工、 裁员等问题不断
出现， 给劳动关系处置工作提出
了新的挑战。 这些工作， 备受社
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关注， 始终
是社会的热点、 焦点。

为此， 我和同事们一起探索
出 了 “ 123” 处 置 工 作 机 制 ，
“1” 就是建立工作专班或协调小
组 ， 统 筹 做 好 服 务 指 导 和 联
动处置等工作； “2” 就是指导
企业制定两个方案———企业裁员

补偿和职工分流安置工作方案、
应急预案； “3” 就是充分发挥
市场机制和第三方机构的作用，
实现 “三个对接”： 对接被裁人

员的职业转换需求、 对接被裁人
员再就业需求、 对接被裁人员社
保接续等需求， 依托第三方提供
相应服务。

李宏杰 徐倩张会彬 范秋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