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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给经济社会
生活特别是劳动关系稳定带来的冲击令人始
料不及， 如何才能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困难形
势下， 最大程度维护职工正当权益， 保企业
保就业保稳定？ 集体协商指导员的作用凸显
出来了。

变更过去面对面的协商方式， 改为线上
的 “云协商”； 反复沟通， 以情动人， 以理
服人 ， 协商指导员紧张地在企业和职工
之间穿针引线 ； 苦口婆心的解读 ， 情深
义重的劝说， 为的是大伙儿互谅互让， 共克
时艰.……集体协商指导员在抗疫前端日夜
奋战， 他们的高效作战正在发挥民生 “稳定
器”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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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区总工会集体协商指导组指导员

刘新竹在人力资源经理岗位工作了20余年 。
退休后， 她通过北京市总工会的招聘、 考试， 成
为了一名指导员， 主要负责东城区的集体协商指
导工作。 成为集体协商指导员的四年里， 她从一
个对协商工作只知皮毛的新人， 逐渐成长为优秀
指导员。

疫情期间， 刘新竹向自己负责的3个街道、 4
家直属企业迅速转发了有关疫情的文件， 让企业
了解相关政策法规。 她及时了解企业遇到的问题
和困难， 并迅速做出反应， 帮助企业渡难关。 东
城区有一家高新技术企业， 疫情初期应收款不能
到账， 职工工资没有着落。 东城区总工会牵头召
开 “四方 （区总工会、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企业及企业的主管上级）” 视频会议， 对企业提出
的问题给予解疑释惑。 刘新竹负责跟踪并指导企
业与职工进行集体协商工作。 她多次通过邮件指
导企业， 劝导企业和职工多沟通， 以视频方式召
开职工代表大会。 最终， 企业在保证不裁员的情
况下， 让30%职工先行复工， 70%的职工先行休年
假， 年休假后转为待岗， 企业发放待岗工资。 目
前随着企业逐步复产， 已有70%职工回到工作岗
位。 刘新竹通过密切协商让职工充分理解了企业
的困难， 双方一起共渡难关。

东城区永外街道的一家文化传媒企业， 一共
只有19名职工。 疫情期间， 企业资金链突然断裂。
企业拿出的方案是希望职工们同意减薪50%。 但
是疫情期间， 无法召开职工大会， 刘新竹指导企

业通过邮件的方式征求每个职工的意见。 当时，
19人中有17人同意减薪。 两名没有同意企业减薪
方案的职工， 通过做工作， 与企业协商一致， 解
除了劳动合同， 企业给付了这两名职工一定的补
偿金。 最终， 该企业全员平稳过渡到减薪方案。

与以往的集体协商不同， 疫情期间， 更多的
是企业遇到了困难， 主动找到指导员咨询办法。
减薪、 弹性工作时间、 福利待遇、 住房公积金等，
都成为企业与职工的协商内容。 刘新竹根据不同
企业的实际情况， 一一指导他们规范化协商， 达
到职工与企业双满意的效果。

面对当下的疫情， 刘新竹说： “我想下半年
工作依然面临困难， 疫情对企业的负面影响还在
不断延伸。” 为此， 她制定了自己的工作重点———
更多地关心关注困难企业， 帮助企业解困； 做好
到期企业集体合同的续签工作， 特别是在协商的
内容上给予企业指导； 企业效益持平或企业亏损
时， 力争职工工资和福利不降低、 不减少； 保职
工队伍稳定； 继续在百人企业开展质效评估工作，
使质效评估工作扩面规范化发展。

网络协商密切互动
帮助职工与企业共渡难关

□本报记者 陈曦

莫千兴

“因为防控疫情的原因， 今年的工资集体协
商工作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今年我们要坚持 ‘保
企业、 保就业、 保稳定’ 的协商原则。 积极通过
线上线下等渠道宣传各项政策法规， 同时抓住协
商重点， 动员企业多从职工角度考虑， 争取不降
薪、 不裁员。” 北京市总工会集体协商专业指导员
莫千兴说。

莫千兴是北京市总工会首批集体协商专业指
导员之一。 自2011年从事这一工作开始， 他就负
责西城区的集体协商工作。 他经常给辖区街道总
工会的工会工作人员做培训， 也会 “手把手” 教
企业职工代表如何谈判。 莫千兴说， “我们第一
批的集体协商专业指导员基本上是从各区县选拔
出来的。 正式上岗前， 我们也接受了专门的培训，
包括集体协商的基础知识、 相关法律法规、 企业
经营财务知识、 协商技巧等。 我以前在宣武区劳
动局工作， 对集体协商这项工作也比较了解。”

记者了解到， 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以后， 针对
集体协商工作， 中华全国总工会、 人力资源社会
和保障部、 北京市总工会等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的
法规、 政策。 莫千兴协助西城区总工会对这些法
规政策进行了广泛宣传 。 “微信 、 QQ、 邮箱 、
电话， 能用的都用上了。” 莫千兴笑着说。 与此同
时， 西城区总工会权益维护部还从积极构建和谐
劳动关系 ， 助推企业复工复产的角度 ， 印发了
1200册 《疫情期间法规政策职工速查手册》， 以增
强企业和职工的相互理解。 莫千兴告诉记者， 因
为疫情， 很多企业的日子并不好过。 “因此， 我

们在集体协商过程中， 坚持 ‘有事好商量、 遇事
多商量、 有难题共同解决、 有困难共同承担’ 的
原则， 并以此作为协商前提。”

今年3月份，西城区一家区属企业，受新冠肺炎
疫情的影响，企业部分岗位停工停产，部分劳动者
合同也即将到期，职工们可能面临待岗、失业或收
入减少的情况。 “这家企业员工有六七百人。 他们
的集体合同是今年3月份到期， 我们从数据库里了
解到信息后，提前对他们进行了续签提示。 了解到
他们对合同到期员工有不再续签的想法后，我们便
积极做工作，让企业工会与企业负责人多沟通。”莫
千兴介绍， 最终这家企业在 2020年度的集体协商
中，不仅不裁员，确保职工福利按原标准支付，而且
职工平均工资增幅7%，最低工资同比增长4%。 “这
个案例让我特别欣慰。 企业和职工同舟共济，最终
方案在兼顾企业和劳动者双方合法权益的基础上，
企业减少了因疫情带来的损失，同时也促进了企业
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 ”莫千兴说。

遇事多商量 有困难共承担
他将企业与职工的手紧紧捏在了一起

西城区总工会集体协商指导组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