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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互联网， 打造工会维
权服务阵地； “接诉即办” +集
体协商，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专
业律师+工会工作者， 强化维权
服务队伍建设……近年来， 北京
工会组织在着力维护职工队伍稳
定、 助力企业和谐健康发展等方
面进行了大量实践， 形成了北京
工会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新
模式。 在此基础上， 今年， 北京
市总工会出台了 《关于向前一步
维护职工权益积极构建和谐劳动
关系的工作意见》。 各区总工会
及时跟进， 出台配套方案， 制定
具体措施 ， 加大人员和经费保
障， 开展符合区域特点的维权工
作。 连日来， 本报记者走访各区
总工会， 采访到一些富有特色的
经验做法和创新举措。

实体+互联网
全面布局维权服务阵地

现如今， 遍布全市各个街区
的工会服务站已成为工会维权服
务的重要阵地。 记者了解到， 为
适应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体制机
制改革的需要以及亦庄新城225
平方公里规划建设的实际， 经开
区总工会推动工作力量下沉， 充
实完善工会服务站职能 ， 构建
“会部站合一” 工作体制。

“每个产业部和工会服务站
均有专人负责集体协商工作， 形
成集体协商工作推进专项工作小
组。” 经开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 专项工作小组结合企业时
间举办沟通会、 单位交流会， 加
大开展集体协商工作的力度。

下一步， 经开区将推进万名
职工区域、 亦企服务港、 大型企
业和园区建立特色鲜明的工会服
务站， 通过建会、 服务、 维权一
体化工作模式， 进一步打造经开
区职工维权品牌。

清新的环境、 温馨的氛围、
丰富的活动……去年年底， 经过
近7个月的改造和建设， 位于法
源寺西里4号楼的牛街街道群团
服务中心正式亮相。 这里也成为
了北京市首家以群团组织命名的
街道群团服务中心。

牛街街道群团服务中心设立
了以牛街工会服务站、 妇儿工作
站和牛友联盟社区青年汇为中心
的 “两站一汇”。 功能方面， 除
了教育培训、 政策咨询、 文化交
流等， 很重要的一项就是职工权
益维护。

牛街工会服务站负责人介
绍， 今年年初， 他们接到了一个
求助电话， 打电话的职工反映 ，
企业没有向他支付加班费。 工会
服务站工作人员立刻与职工所在
企业的工会主席取得联系， 并邀
请对方到服务中心核实情况。 之
后， 经过企业工会主席的沟通，
求助的职工如愿拿到了加班费。

除了传统的、 有形的维权服
务阵地， 近年来， 北京市各级工
会组织也在尝试利用互联网， 打
造更加便捷、 高效的维权服务阵
地。 以往， 劳动纠纷发生后， 如
果谈不拢， 下一步很有可能就是
“去仲裁”。 而今年5月份起， 在
大兴， 将会有新的选择———“去
言和”。

“言和” 平台是大兴区推进
“互联网+调解仲裁 ” 的创新举
措 ， 包含调解申请 、 调解员选
择、 线上调解、 云上课堂、 立案
与置换调解书等功能， 不以出具
调解书为目的， 侧重于案前调解
工作， 亦为案后调解提供同等服
务。 在 “言和” 平台中设置的工
会接口将于5月份正式上线， 届
时， 劳资双方通过微信小程序即
可申请调解组织 “言和”， 从而
实现 “源头治理+无诉仲裁”。

大兴区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主任韩锋光说： “‘言和’ 平台
提供了触手可得的公平正义， 劳
资双方是去握手言和的而不是打
官司去的， 纠纷由仲裁认证的调
解员给提供专业的分析解决方
案， 从而把矛盾真正地化解在源
头。”

“接诉即办” +民主管理
让职工感受 “稳稳的幸福”

近年来， “接诉即办” 这一
针对群众诉求的快速响应机制受
到了百姓的诸多好评。 从去年开
始 ， 西城区总工会创新调解机
制， 开始按照 “接诉即办” 的标
准和要求开展劳动争议调解工
作。 在维护职工权益的同时， 构
建了和谐的劳动关系。

2020年4月 ， 西城区总工会
联合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创新
调解机制， 让调解中心律师入驻
仲裁院， 前置调解程序。 这种方
式， 改变了原来的劳动争议案件
在仲裁立案后转送给调解中心调
解的受理案件的方式， 改为在立
案前调解。

“这样既可以快速地解决那
些可以调解的部分劳动争议案
件， 尽快使职工得到调解款项，
解决他们生活的燃眉之急， 又可
以减轻仲裁的审理案件压力， 还
可以使因疫情影响而经营困难、
资金困难的企业得以缓解， 一举
多得。” 西城区总工会权益维护

部任震宇介绍说。
今年年初， 一位外地来京务

工人员到调解中心寻求帮助。 原
来， 他通过老乡， 在北京找到了
一份工作。 按照北京市当时的相
关规定， 他自费进行了核酸检测
和隔离后， 开始上岗。 但仅工作
了3天， 他就被辞退了。

“他来的时候， 兜里没有一
分钱。 如果调解不成， 他晚上连
住的地方都没有。” 西城区劳动
争议调解律师团队负责人王天任
介绍， 鉴于这种情况， 他立刻拨
通了用人单位的电话， 督促他们
前来调解。 之后， 在律师们的努
力下， 用人单位负责人当场赔付
给劳动者1500元钱。 “那位职工
是下午3点多来的， 4点半就拿到
钱， 回老家了。”

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需要快
速响应机制的 “随时支援”， 更
需要民主管理机制的 “天天守
护”。

经开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 经开区总工会按照市总工会
统一部署， 为进一步做好职工队
伍思想建设， 部署开展常态化排
查， 及时化解职工队伍安全稳定
风险。 各基层工会严格执行工作
纪律和各项规章制度， 强化责任
意识， 发挥工会联系职工群众的
桥梁纽带作用， 每月上报本单位
内出现的影响职工队伍安全稳定
风险因素， 并围绕稳定劳动关系
开展集体协商。

在民主管理方面， 经开区总
工会重点抓好国有企事业单位厂
务公开民主管理的同时， 把厂务
公开民主管理工作重心放到非公
有制企业上来。 深入开展宣传工
作， 加强对涉及厂务公开民主管
理工作的各法律法规 、 基本知
识、 工作程序及工作方法进行分
类指导， 帮助企业从制度上加以
完善， 工作上逐步规范， 对存在
的问题及时予以纠正。 逐步健全
非公有制企业厂务公开民主管理
制度， 指导企业提交 “聚合力促
发展” 优秀职工代表提案。

目前， 经开区已经树立了以
格兰云天、 亦庄投资控股、 资生
堂为代表的一批优秀民主建设管
理单位。

与此同时， 海淀区总工会将
集体协商与职代会制度建设有机
结合， 成立企业、 区域和行业职
工代表监督小组， 定期听取企业
履约情况和职工意见； 通州区总
工会借力创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
现代化试点工作， 通过 “劳动关
系和谐同行 ” “工会职工沟通
日” 等活动， 明确民主协商、 职
代会实施程序。

专业律师+工会工作者
建设担当作为的服务队伍

去年9月30日上午， 有3名外
企员工来到朝外街道总工会寻求
帮助， 朝阳区总工会权益部工作
人员和 “一站一家一律师” 服务
律师随即来到现场。 通过交流和
咨询， 职工得到了专业的解答，
获得了来自工会的帮助。

目前， 朝阳区总工会通过购
买社会服务的形式聘请8家服务
律所， 为全区52家街道 （地区）
总工会、 产业工会、 功能区总工
会配备专业律师， 每月两次到基
层工会服务站接受来自企业和职
工个人的法律咨询。

“专业律师通过开展法律咨
询、 劳动争议案件调解、 法律知
识培训、 普法宣传和群体性劳动
争议现场调处等方式， 不仅使职
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纠纷得
到解决， 而且最大程度地维护职
工的合法权益。” 朝阳区总工会
权益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疫情期间， 朝阳区总工会的
服务律所还成立了特别应对小
组， 实行全天24小时电话值班 ，
为企业及职工全面复工复产做好
法律服务保障。

与此同时， 为加强工会调解
员队伍建设， 朝阳区总工会在52
家街道 （地区） 总工会、 产业工
会、 功能区总工会开展工会调解

员轮岗实践培训工作。 “这项工
作自2016年开始， 每年选取8家
基层工会负责调解工作的工会工
作者， 派到区仲裁院工会劳动争
议调解中心， 在律师的指导下，
开展为期2周的培训工作。” 朝阳
区总工会权益部部长张秉栋表
示， 第二周， 学员就能独立完成
调解工作。

今年， 朝阳区总工会将继续
开展 “以干代训” 工作， 为基层
工会输送专业化人才。 全面加强
集体协商指导员队伍建设， 建设
市区专兼职指导员队伍， 明确分
工职责， 逐步形成市级专职指导
区级专职， 区级专职联系区级兼
职的三级指导员工作体系。

去年， 西城区总工会也健全
完善了全区各级工会劳动争议调
解组织， 15个街道均建立了劳动
争议调解中心， 调动了专兼职劳
动争议调解员、 工会工作者和专
业律师相结合的调解队伍积极
性。

西城区总工会权益维护部任
震宇表示， 今年， 西城区总工会
将全面抓好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
律师团队的聘管用。 加强与区仲
裁院协调配合， 更好地为职工提
供法律服务， 不断提高劳动争议
案件调解成功率。 会同区人力社
保局， 组织公益律师积极开展业
务培训和普法宣传服务活动， 一
方面提高基层调解员能力和水
平， 另一方面提高新就业形态群
体和农民工法律意识， 增强维权
能力。

从全市范围而言， 海淀区总
工会将着力在街镇、 行业工会的
工会专职工作者中培育一批具有
独立调解能力的调解员， 力争年
底实现全覆盖； 通州区总工会探
索建立信息员队伍， 建设工会舆
情信息 “月报+实时上报” 机制
和 “月报、 月评、 月监测、 月分
析” 制度； 经开区总工会在园区
培育工会专职工作者和园区企业
人员担任兼职仲裁员， 驻园区仲
裁院开展工作。

□本报记者 陈曦 高铭 刘欣欣 孙艳/文 邰怡明/绘图

———北京工会积极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纪实

工会维权“向前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