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好集体协商机制这个法宝
让企业充分取得职工的理解

编辑疫情期间“协商锦囊”
一事一议灵活协商显奇效

潘月民
大兴区总工会集体协商指导组组长

□本报记者 孙艳

叶博福
朝阳区总工会集体协商指导组组长

□本报记者 刘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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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博福是一名北京市集体协商指
导员， 负责对接朝阳区的集体协商工
作 。 疫情防控期间 ， 在他的指导下 ，
一家纸盒制造厂通过集体协商机制 ，
促进了复工复产， 维护了企业和职工
双方的权益。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这家纸
箱厂的生产受到了极大影响。 企业负
责人主动找到上级工会组织 ， 询问
集体协商事宜 。 当时 ， 北京市总工
会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集体
协 商 如 何 开 展 的相关政策还没有出
台， 大家拿不准如何操作， 于是找到
了叶博福。 “我在2月底了解到这个情
况， 虽然企业员工一直没有到岗上班，
但企业还是全额为职工发放了1月、 2
月的工资。” 叶博福回忆说， 企业希望
在正式复工之后 ， 对于仍然无法到
岗的员工， 可以不再全额发放工资 。
“企业也是真的撑不住了 ， 虽然很
多订单， 但不能开工， 没有进账， 只
有支出。”

在包括工会在内的多个部门的协
调帮助下， 在疫情防控的设备设施到
位后， 企业于2月23日正式恢复生产。
然而， 到岗的员工只有30%。 一部分
未到岗员工因为在外地老家无法回京，
还有一部分员工虽然在京， 但自认为

上班有风险， 不愿出工。
“这家企业是中国200强的先进包

装企业， 还被北京市工商管理局评为
守信企业。 他们的业务量很大， 很多
客户都等着他们的产品。” 叶博福说，
企业负责人担心， 如果继续全额为所
有员工发放工资， 一方面企业的现金
流难以支撑， 另一方面不利于调动员
工复工复产的积极性。

但怎么制定方案才能做到合理合
法， 既不损害员工的利益， 又能帮助
企业渡过困境， 企业负责人也拿不准。
叶博福告知企业负责人， 鉴于企业已
经建立了集体协商机制， 在防控疫情
的特殊情况下， 可以按照程序与职工
协商， 只要职工同意了， 是可以另行
签订补充合同的。

很快， 企业工会拿出了疫情期间
的工资发放办法与职工协商 。 为了
减少聚集 ， 工作人员逐一与职工沟
通 。 如果职工不能到现场 ， 工作人
员就通过微信 、 电话与之沟通 ， 说
明疫情期间的困难， 询问职工是否同
意这个工资发放标准。

“正常情况下， 我们应召开职工
大会， 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来审议这一
工资发放办法。 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
受条件所限， 只能采取特殊方式。 这

样做一样能够表达职工的意愿， 维护
双方权益。” 叶博福说。

最终， 该企业工资发放办法正式
生效。 办法规定， 企业向到岗复工的
人员全额发放工资， 而且还支付额外
的补助金。 未复工的人员， 如果有正
当理由， 可以写书面申请要求暂缓复
工 ， 企业按照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
70%发放工资。

“这个方案在鼓励职工复工复产
的同时， 避免企业为消极怠工的人员
买单。” 叶博福表示， 通过这次疫情的
考验， 企业更加认识到了集体协商这
个机制的作用， 不仅是维护员工的利
益， 也在维护着企业的正常发展， 推
动双方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

“做了四年集体协商指导员， 这
几年整体经济情况很好， 所以我们指

导协商的重点都是在给职工涨工资上，
让职工和企业一起享受企业发展的果
实。” 谈起疫情对劳动关系的影响， 叶
博福说， 近期， 他遇到不少企业来询
问降工资的问题， 如何给职工降工资
合法？ 怎样与职工协商？ 这是他此前
没有遇到过的。

遇到这样的咨询， 叶博福都会告
知对方 ， 企业不能单方面变更工资 ，
一定要集体协商， 才能合理合法。 协
商的过程中， 他建议企业把当前的经
营困难与效益损失等具体数据向职工
展示出来， 取得职工的理解。

“工会组织就是要兼顾企业和职
工双方合法权益， 多做雪中送炭的事，
有事好商量， 有困难共同承担， 大家
一起共克时艰。” 叶博福道出了抗疫时
期集体协商如何取得成效的要诀。

在全区掀起企业复工复产摸底调
查 ， 编辑 《疫情期间集体协商问答 》
宣传手册， 灵活运用互联网开展线上
协商……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
给职工权益维护带来了新情况、 新问
题， 大兴区集体协商指导组迎难而上，
多举措多形式推进全区疫情期间协商
工作的开展。

今年初， 潘月民接任了大兴区集
体协商指导组组长这一职责， “疫情
防控期间， 集体协商工作的难度加大
了不少， 做好摸底调查， 掌握复工复
产情况， 尤为重要。” 潘月民向记者介
绍， 指导组严格执行片组负责制， 历
时半个月， 分两个阶段在全区铺开了
企业复工复产摸底调查工作。 第一阶
段在疫情严重时期， 各位指导老师通
过电话、 微信方式， 时时了解企业复
工复产情况和防控措施； 第二阶段在
疫情缓解后， 根据区权益部工作安排，
对全区22个镇 （街） 总工会， 2个产业
基地总工会及直属工会进行调研， 进
一步掌握复工复产企业真实详情。

调研中， 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
领域出现的新情况、 新问题和涉及职
工切身利益的热点问题是指导组最为
关注的。 作为组长， 潘月民十分牵念
这件大事， 他组织市级指导员把企业
工会反映的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热点

问题集中起来 ， 一起进行充分研讨 。
在潘月民的带领下， 在指导组成员加
班加点的努力下， 一份 《疫情期间集
体协商问答》 宣传手册新鲜出炉。 这
份宣传手册通过片组的 “微信群” 传
递到了全区每一家企业。 宣传手册为
企业 （行业） 的集体协商工作提供了
参考， 成为全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
“掌中智囊”。

“要想协助企业推进有效的协商，
还要 ‘一事一议 ’， ‘逐个攻破 ’ 才
行。 但受疫情的影响， 我们只好采取
应急 、 应事等灵活方式 ， 指导企业
（行业） 集体协商工作 。” 潘月民说 。
在实际工作中， 电脑、 互联网用的不
太灵活的潘月民克服困难， 带着大家
伙围绕疫情防控期间协商重点， 开展
了线上协商程序的研究。 指导组鼓励
劳资双方在尽量减少接触的情况下开
展工作，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采取
线上线下相结合、以线上沟通协商为主
的方式来协商。并鼓励职企双方通过网
络、电话、视频会议等途径，做好协商议
题的收集、 整理、 沟通等工作。

大兴区金锐社区服务中心灵活用
工措施的协商、 北京永林中西医医院
疫情期间薪酬的协商、 大兴宾馆妥善
安排未复工职工待岗的协商……在防
控疫情期间， 协商工作中的 “一事一

议” 体现得淋漓尽致。 “特殊形势下，
企业出现的问题各式各样， 要想妥善
处理好疫情防控期间的劳动关系， 必
须悉心搭建沟通桥梁， 畅通企业与职
工对话的渠道。” 潘月民向记者讲述，
在指导企业开展协商工作的过程中 ，
一些企业的积极配合也令他非常感动。
就拿永林医院的事例来说， 当时， 对7
类人员的薪资， 行政方和职工方的协
商代表进行了反复沟通， 形成了疫情
期间的 《疫情期间的人事事务及薪酬
支付方案 （草案）》。 根据疫情防控期
间严禁聚集的要求， 工会委员采取了
微信群发消息及电话形式， 分别与工
会会员进行沟通和讲解， 并收集了会
员提出的个人保险、 饭费、 住宿费及
夜班费等问题。 医院行政方经过慎重

研究， 针对这些问题也做了详细的解
答， 又起草了 《疫情期间薪酬补充方
案》。 最后经过双方协商达成一致， 职
工方同意院方执行 《疫情期间的人事
事务及薪酬支付的方案》 及 《疫情期
间薪酬补充方案》， 此次协商既达到了
院方和工会方协商目的， 又符合相关
文件的规定。

潘月民说， 针对疫情防控及企业
复工复产期间出现的劳动用工和职工
权益保障的新问题新情况， 各级工会
正在采取积极措施、 妥善处理， 确保
劳动关系总体和谐稳定 。 “下半年 ，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集体协商的宣传引
领， 强化全区集体协商工作， 深入做
好集体协商质效评估， 共创劳资双方
和谐发展的新局面。” 潘月民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