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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职工合法权益更有保障
全市各级工会持续“向前一步”

特色1
采取“五抓五推动”措施

源头防范化解矛盾纠纷

伴随着从远郊农业大区逐渐
向首都现代化平原新城蜕变的步
伐， 如今的大兴区， 制造业、 服
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呈现集聚
发展态势， 带动了用工需求大量
增加 。 由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
变、 产业结构的调整， 劳动争议
纠纷成为了不可忽视的一项社会
矛盾。

在这样的大形势下， 工会作
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
带， 在劳动争议化解中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 大兴区总工会
采取 “五抓五推动” 措施， 推动
全区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取得了积
极 成 效 ， 守 住 化 解 劳 动 争 议
“第一道防线”。

抓源头治理 ， 推动阵线前
移。 为营造 “有事多商量， 遇事
多商量， 做事多商量， 商量得越
多越深入越好” 的协商氛围， 大
兴区总工会积极开展 “培育助推
和谐劳动关系企业共同行动”，组
织工会干部、集体协商指导员、律
师组成的服务团队为企业提供出
具一份体检报告、 开展一次问题
分析、举办一次政策培训、完善一
套规章制度的“四个一”服务。 通
过针对性举措深入推进全区集体
协商提质增效， 引导职工、 企业
依法协商减少争议， 从源头预防
化解劳动关系矛盾纠纷。

抓力量整合 ， 推动部门联
动。 “在劳动争议化解中， 调解
作为一种成本低、 对抗性弱、 方
式灵活 、 有利于修复关系的形
式， 越来越受到重视， 工会、 人
社仲裁、 法院等部门都有相关职
责 ， 统筹力量 、 避免 ‘单打独
斗’ 十分重要。” 大兴区总工会
权益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此，
大兴区总工会健全完善 “人社+
工会” 裁调衔接机制， 建立 “法
院+工会” 诉调衔接机制， 建立
“总对总 ” 在线诉调对接机制 ，
通过一系列常态化联席会议工作
制度， 加强劳动争议工会调解与
仲裁调解 、 司法调解的协调联
动， 共同探索劳动争议化解的新
途径和新方法 ， 形成了各负其
责、 齐抓共管、 互动有力、 运转
高效的联动机制。

抓平台建设， 推动双方 “言
和”。 新冠疫情期间， 线上平台
的作用尤为重要。 大兴区总工会
联同区人社局、 区劳动人事仲裁
院合力打造暖心调解 “言和” 平
台， 提供仲裁支撑、 工会参与的
“零距离” 线上调解， 推动劳动
争议化解从线下走到线上。 劳动
者在平台申请调解后， 根据案件
类型及进展， 安排对口专业团队
全程跟踪， 根据双方时间召集线
上会议， 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调

解全过程， 推动了劳动争议异地
化解， 为职工和企业节约了时间
和成本。

抓工作创新 ， 推动程序优
化。 此前， 劳动者申请立案步骤
较为复杂， 需要在工会的法律咨
询窗口、 人社仲裁窗口、 劳动监
察窗口三个窗口分类办理， 甚至
还得在各窗口来回办理， 手续复
杂， 可能还要回去补充材料， 为
劳动者带来不便。 对此， 2022年
4月， 大兴区总工会联同区人社
局， 突破单窗口受理局限， 创新
劳动争议 “一窗受理 、 联合调
解、 分步处置” 模式， 完善分步
处置工作流程， 设立劳动纠纷一
站式综合服务窗口。 窗口设立以
来， 引导劳动者走完申请立案到
接受调解全流程， 减轻了不必要
的社会矛盾和冲突， 同时有效缓
解了劳动争议仲裁院的压力。

抓服务意识 ， 推动质效提
升。 劳动者在劳动纠纷中往往处
于弱势的一方， 对确有需求的劳
动者， 工会提供的法律援助往往
是他们 “最后一根稻草”。 由此，
大兴区总工会积极构筑 “线上零
距离、 线下零跑腿” 法律援助服
务体系 ， 开展 “四进 ” 普法宣
传、 律师志愿服务等， 开通农民
工、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特殊群
体 “绿色通道”， 全年开展法律
宣讲活动11场， 接待现场、 电话
咨询9400余人次 ， 为362名职工
免费提供法律援助 ， 涉及金额
2695.72万元。

特色2
重点做好 “四个推进”

积极构建区域和谐劳动关系

“坚持工作联动， 推进集体
协商工作提质增效； 以活动为牵
引， 推进企业民主管理规范化建
设； 创新工作举措， 推进企业职
工劳动保护工作；强化依法维权，
推进工会法治化建设。 ”朝阳区总
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2022年，朝
阳区总工会认真贯彻落实市总工
会“维权向前一步”工作要求，以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为核心， 以健
全维权制度机制为抓手， 重点维
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
扎实推进维权体系建设， 通过做
好 “四个推进” 工作， 积极构建
区域和谐劳动关系。

在坚持工作联动， 推进集体
协商工作提质增效方面 ， 2022
年， 朝阳区总工会圆满完成百人
以上建会企业集体协商质效评估
工作， 确保百人以上建会企业集
体协商建制率95%以上， 其余建
会企业建制率85%以上。

实践中 ， 朝阳区总工会以
“保企业保就业保稳定” 为集体
协商工作主线， 重点推进互联网
百强企业和普通企业建立集体协
商制度工作， 协调区人社局和属
地政府部门， 重点对百人以上建

立集体协商制度存在困难和 “门
不好进” 的企业进行联合走访、
约谈， 在多部门的工作联动下，
圆满完成美团、 德邦货运、 联动
优势等重点企业和180家规模企
业集体协商建制工作。

同时， 在市、 区、 街道三级
工会工作联动下， 推动美团针对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建立了以 “骑
手恳谈会” 为基本形式的协商协
调机制 ， 成功召开 “骑手恳谈
会 ” 现场会 ， 形成了美团骑手
“520” 关爱行动会议纪要， 包括
5个方面20条具体措施， 成为北
京首家平台企业针对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障实践工作
举措。

在推进企业民主管理规范化
建设方面， 朝阳区总工会以活动
为牵引， 开展 “百家民主管理示
范单位培育行动”。 在市总工会
权益工作部的指导下， 朝阳区总
工会以民主管理现场观摩会为契
机，规范职代会流程，统一全区职
代会参考文本， 实地指导企业职
代会，采取企业自验、属地主验、
区总工会抽验的验收形式， 共培
育示范单位198家，基层工会培育
达标率 80% ， 培育企业合格率
90%。

“通过此次培育行动， 起到
了以点带面、 引领示范作用， 全
面推进全区建会企业民主管理规
范化建设。” 朝阳区总工会权益
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此外， 朝阳区总工会不断创
新工作举措， 推进企业职工劳动
保护工作，深入开展“安康杯”竞
赛活动、“喜迎二十大 安康促发
展”网上知识竞赛答题活动等。

在强化依法维权， 推进工会
法治化建设工作方面， 朝阳区总
工会开展春节前建会企业欠薪问

题排查工作和职工队伍稳定风险
隐患专项排查化解工作， 排查建
会单位15550家 ， 涉及职工 44.5
万人。

此外， 朝阳区总工会积极开
展工会劳动关系风险监测、 劳动
争议调解及法律援助工作， 朝阳
区总工会调解中心被评为北京市
金牌调解组织。 同时， 朝阳区总
工会不断发挥专业律师作用， 提
高 “一站一家一律师 ” 工作水
平。 全年组织培训106场次 ， 培
训职工12000余人次 ； 开展普法
宣传活动160余场次， 服务职工
2000余人。

特色3
健全 “五个机制” 职

工权益维护成为区域营商环
境建设重要内容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以
下简称： 经开区） 作为国家级开
发区， 承担着一系列国家重大战
略任务。 这就要求我们提高政治
站位， 在大局中谋划职工权益维
护工作。” 经开区总工会相关负
责人表示， 经开区30万职工始终
是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主力
军， 维护好广大职工的合法权益
是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所
在。 因此， 经开区将职工权益维
护工作作为经开区营商环境建设
的重要组成部分。

“开发区是营商环境示范
区 ， 一方面我们践行一线工作
法， 深入企业和职工宣传职工权
益维护政策。 另一方面， 建立多
部门联动、 协同高效的开发区工
会体制， 切实形成有效的经开区
权益维护机制， 从源头上解决协
商难等问题。” 相关负责人介绍，

比如， 健全完善开发区管委会劳
动行政部门、 工会、 企业协会协
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 研究解
决劳动关系方面的重大问题。 再
如， 与开发区行政审批部门、 营
商合作部门建立工作协调机制，
将建立工会、 开展集体协商等内
容作为约定事项纳入入区企业必
备事项， 推动职工权益维护工作
的开展。

同时， 经开区总工会以落实
《北京市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工会法〉 办法》为抓手，建立健全
了“五个机制”：即劳动关系三方
协调机制、 劳动争议三方调处机
制、劳资矛盾预警机制、群体突发
事件七方联动机制、 双月沟通机
制， 在维护职工权益和保障社会
稳定中，充分发挥了工会作用。

为推动权益保障成果落地见
效， 经开区总工会深入推行 “工
会+” 工作机制， 有效提升权益
保障合力。 构建劳动关系矛盾纠
纷化解网络， 组建了一支280余
人的劳动关系协调员队伍， 守住
和谐劳动关系 “生命线”。

工作实践中， 经开区总工会
形成了 “工会+仲裁” 劳动争议
调解模式和 “工会调解+司法确
认” 一体化工作机制。 “我们将
工会、 仲裁部门各自的职能优势
形成合力， 推动形成劳动纠纷多
元化解的工作格局， 正是为解决
职工维权成本高、 维权周期长等
问题而提出的。” 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 该模式以工会主导调解，
开展 “引调入室” “送调下企”
等工作， 尽可能接收劳动争议案
源， 通过调解工作前置， 在进入
仲裁和诉讼程序前就将劳动争议
处置在早、 化解在小。 目前开发
区约30％案件转到工会进行劳动
争议调解。

源头参与力度加大， 政策指导更富精准性； 宣传引导力度加大， 有效增强工会维权工作影响力； 和谐劳动关系构建力度加大，
工会维权机制建设进一步加强……北京市总工会紧紧抓住开展 “区级工会加强年” 专项工作和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有利契机，
持续 “向前一步” 维护职工权益。 全市各级工会在健全维权制度机制、 提升维权服务质量、 增强协商协调能力等方面不断努力， 走
出了一条条特色、 典型的工作创新路径， 为推动和谐劳动关系建设做出了应有贡献。

绘图 邰怡明

□本报记者 孙艳 刘欣欣 陈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