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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手记

“增‘四力’、强作风，工报记者走基层”·余姚行

解读“联席”，
既是价值观
也是方法论

■记者阮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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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12月召开的纪念政府与同级工
会联席会议制度推行30周年座谈会上，全
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蔡振华用三
句话对这一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评
价：党和政府密切联系职工群众的重要渠
道，源头维护服务广大职工的重要平台，工
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保障。

这三个“重要”的概括，诠释了政府与
工会联席会议制度的意义所在。在余姚，
24 年的实践充分印证了这一论断。解读

“联席”的内涵，它彰显的是工会工作的价
值观和方法论。

“联席”的实质是“联心”。工会如何当
好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形象地
说，就是如何解决好“联心”的问题，这是工
会工作的价值所在。

在联席会议制度体系下，“联心”可以
用两个视角来作出解读。

首先，工会要联上职工群众的心。习
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
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强调，“工会要坚持
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抓住职工群众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认真履
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竭诚服务职工群众
的基本职责。”24年来，余姚市政府与市总
工会联席会议上达成共识的34项议题，都
是工会干部深入基层一线，广泛收集职工
意见建议，集中反映职工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解决落实好这些问
题，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联心”。

同时，工会要联上政府部门的心。中
国劳动关系学院工会学院院长杨冬梅教授
曾撰文指出，工会组织对政府工作的参与
需要从根本上、从制度上加以实现。而联
席会议正是政府和工会在利益一致、亲密
合作、协商对话原则下形成的制度设计。
在采访中，余姚市政协副主席、市总工会主
席徐栋芳的一番话令记者记忆深刻。他
说，联席会议制度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会
议本身，而是通过这一制度设计，使政府部
门与工会的沟通协商成为一种工作常态。
显然，这是另一个层面的“联心”。通过联
席会议的制度供给，实现政府和工会在看
待问题上心心相印，在解决问题上同频共
振。

“联席”的手段是“联动”。联席会议制
度解决了工会服务职工从自我消化到合力
破题的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说，解决好“联
动”的问题，拓宽了工会工作的思路和方
法。

在采访中，余姚各级工会干部在谈到联
席会议制度时，感触最深的就是通过这一制
度设计，解决了诸多依靠工会自身难以解决
的问题，从源头上服务职工成为现实。

翻看余姚联席会议议题“菜单”，诸如
解决外来从业人员住宿难、子女入学难，以
及涉及普惠职工的文化阵地建设、劳动争
议调解机制的推广深化等等，涉及到政策
供给、财政支持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工会自
身资源在这些问题面前捉襟见肘，需要政
府部门的决策推进。

当然，“联动”并非是简单的借力，基于
联席会议制度体系下的“联动”，是利益一
致的亲密合作。在议题确定上，余姚市总
工会精准考量政府所急、职工所盼，充分论
证议题的可行性、实效性。在工作分配上，
工会出思路，拿方案；政府部门出政策，拿
措施。24年来，34项议题圆满落地落实，证
明了这一协商合作机制的设计对路、方法
对头。

更值得一提的是，如今余姚市总工会
将联席会议制度的模板移植到村厂工会层
面的民主协商实践，源头服务职工的“联
心”“联动”模式在基层延展，工会工作的价
值观在更深层面扎根，工会工作的方法论
在更大层面推广，联席会议制度的政策红
利正惠及更多领域、更多职工。

■记者张浩呈

在余姚市泗门镇谢家路村，“小板
凳职工议事会”成为职工表达意见、共
解难题的基层民主协商平台。

“职工有诉求，工会解决不了的，
通过‘小板凳议事会’寻求村党委、村
委会的支持，延长了工会的服务手
臂。”谢家路村工会联合会主席奕建萍
说。

“小板凳职工议事会”都议些什么
事？翻开第五工会小组家庭活动点负
责人诸美丽的记事本，记录的议题小
到某家企业附近水沟常年未清理，影
响职工工作环境；大到工资集体协商，

保障员工合法权益。每一件都事关职
工权益，每一件都直面职工诉求。

奕建萍说，在推进过程中，“小板
凳职工议事会”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制
度体系，建立了“三明、三事、三课、四
式”工作法。通过明责任，确保所有职
工都有工会干部（职工代表）负责联
系，掌握的问题都能及时反映；明内
容，工会干部与职工肩并肩坐在板凳
上嘘寒问暖、谈心交心；明制度，确保
职工反映的意见事事有回应、件件有
落实。建立健全职工听事、议事、评事

“三事”民主决策制，实现“小板凳”上
议事情。开办职工课堂，设置职工教
育活动点，举办职工“微”论坛，“三课”

分类施教，实现“小板凳”上提素质。
通过一站式服务、亮牌式服务、结

对式服务、温馨式服务，“四式”立体服
务，实现“小板凳”上见温暖。

“谢家路村‘小板凳职工议事会’
是联席会议制度模板在基层延展形成
的民主协商新形态。”余姚市总工会副
主席杨万里告诉记者，从联席会议的
定义上说，这项制度的主体是政府与
工会，但这一顶层设计的立意在于民
主协商，因此村厂层面工会组织有必
要探索另一种形态的“联席会议”制
度，解决职工诉求迫切而靠工会自身
又难以解决的问题。

有问题在三方管理协商会议上讨

论解决，已经成为余姚舜宇光学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行政、工会和职工三
方的共识。

2014 年，舜宇集团工会换届选
举，刚当选工会主席的诸杏珍便将在
下属子公司施行多年的三方管理协商
会议制度向集团所有子公司推广。按
照制度设计，舜宇集团三方管理协商
会议每个月召开一次，而会议的议题
基本都与职工利益密切相关。

为保证议题真正切中职工需求，
舜宇集团在公司微信公众号上设置

“员工投诉平台”，广泛收集议题。“平
台每个月都会收到 200条意见和建
议，我们会把反映最集中的问题递交

三方管理协商会议上讨论。”诸杏珍
说，像上个月集中度最高的问题就是
上下班接送车超载问题，下个月的协
商会准备议一议这个问题。

食堂饭菜质量问题、停车场车辆
停放问题、班组长态度问题……5年
来，一系列与职工息息相关的问题，都
上了会，拿出了处理办法。每个通过
的议题，由工会一一督查落实。

诸杏珍说，随着三方管理协商会
议制度的推进，职工的凝聚力和向心
力得到加强。“通过这一制度，很多员
工觉得自己被尊重，我不仅仅是在打
工，企业管理我也参与，员工的主人翁
意识得到激发。”

■记者阮向民

时间追溯到1995年2月21日，余
姚市召开第一次市政府与市总工会联
席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余姚市
人民政府与市总工会联席会议制度的
建议”，双方约定每1—2年召开一次
会议。24年来，经历了9任市长，4任
工会主席，召开联席会议17次，解决
议题34项。

一项制度深耕24年，从一粒种子
长成为参天大树。联席会议制度何以
在余姚根深叶茂，余姚市政协副主席、
市总工会主席徐栋芳用“高、深、广”三
字作出了诠释。“高”指的是站位高，联

席会议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
想，致力于解决职工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深”指的是调
研深，坚持问题导向，广泛听取职工意
见建议是联席会议的基础工作。“广”
指的是覆盖广，在余姚，联席会议制度
实现了从市级层面到镇街、开发区的
全覆盖。

坐得下、谈得拢、行得通，联席会
议功夫在诗外。徐栋芳告诉记者，24
年来，联席会议每一项议题的形成，都
事先几上几下，做足了功课。在召开
联席会议前，市总工会议题调研小组
深入基层一线，广泛收集职工的意见
建议，针对职工最关心、最期盼的热点

难点问题，根据可行性、实效性原则，
初步确定议题，再提交有关部门，共同
分析研究，形成解决意向方案，使政府
部门对议题做到心中有数、心中有
策。徐栋芳说，联席会议制度的意义
并不仅仅在于会议本身，而是通过这
一制度设计，使政府部门与工会的沟
通协商成为一种工作常态。

沟通协商，是从民意到决策的充
分酝酿和措施落地。在2013年召开
的第十三次联席会议上，针对外来从
业人员住房难、子女就学难的问题，工
会与政府部门进行协商，建议有条件
的村企建造职工宿舍楼，解决农村外
来从业人员住宿问题；在2017年召开

的第十六次联席会议上，针对中心镇
缺乏职工教育文体活动阵地问题，提
出了在泗门、马渚、陆埠、丈亭、河姆渡
5个乡镇建设工人文化宫教育文体中
心。这些问题在联席会议上达成共
识，一一得以落实。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在余姚，政
府与工会联席会议制度从市级层面起
步，逐渐实现了镇街、开发区的全域覆
盖。

2008年1月，泗门镇政府与镇总
工会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至2011
年年底，全市所有镇街和经济开发区
均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徐栋芳告诉
记者，在镇街、开发区层面普及推广联

席会议制度，也是市政府和市总工会
联席会议的一项成果，旨在延伸协商
触角，力求解题有广度。每个镇街经
济社会发展情况不同，职工诉求也有
差异，镇街层面的政府与工会联席会
议制度，着眼于区域实际，着眼于微观
个性，协商议题具有地域性、针对性，
致力于打通服务职工“最后一公里”。

近年来，各镇街政府与工会联席会
议解决了诸如建立市镇企三级帮扶资
金、基层工会工作纳入大党建考核项
目、职工文化建设和职工培训教育等
140余项议题，通过这些议题的办理，
密切了政府与基层职工群众的联系，促
进了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记者张浩呈

在宁波格莱特休闲用品有限公
司，员工只要申请，就能以远低于市场
的价格，住上一间设施完善的四人间
单身公寓，这样的福利如今已经成为
企业员工的一项“标配”。

2013年，余姚市政府与市总工会
第十三次联席会议上，市总工会向市
政府提出了关于允许企业自建员工宿
舍的议题。经过与政府相关部门的沟
通、论证，最终市政府同意有条件的村
和企业可以建造职工宿舍楼，以解决
本村、本企业外来务工人员的住宿问
题。

借着政策的东风，当年11月，位
于黄家埠镇的宁波格莱特休闲用品有
限公司自筹资金2800万元，兴建2幢
员工宿舍楼，基本满足了公司1600余
名外来务工人员的住房需求。

余姚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
主席周林杰告诉记者，联席会议制度
破解了以往工会看得到却解不了的难
题，实现了从自我消化到合力破题的
转变，使工会服务职工更有底气。这
项制度推行24年来，“推动劳动关系
三方协商机制建设分工职责”“加强职
工职业技能培训”“新建改建工人文化
宫”……众多职工群众关心而工会自
身难以解决的热点问题，先后被确定

为议题并递交联席会议上讨论通过，
最终都得到了高标准、高质量的落实。

在镇街，政府与工会的联席会议
制度同样成果丰硕。

2017年，在余姚马渚镇政府与工
会的第二次联席会议上，关于如何进
一步提升“阿良工作室”的品牌效应成
为会议的议题。

自2009年马渚镇总工会成立劳
动争议联合调解中心以来，有着多年
企业调解实践经验的陈柱良被聘为镇
专职工会干部，并成立了“阿良工作
室”。

余姚市总工会副主席吕伟告诉记
者，“阿良工作室”成为工会调解劳动

争议的响亮品牌，如何将这一机制向
村厂一级工会组织延伸，培育更多活
跃在基层的“阿良”成为工会思考的课
题。去年，在余姚市总工会和市场监
督管理局的积极助推下，以“阿良工作
室”为模板的“工会劳动关系调解服务
标准”被列为2018年省级标准化试点
项目，马渚劳动争议调解模式也被逐
渐移植到余姚其他镇村和企业。

“如果不是联席会议上提出解决
思路，我们临山镇制笔企业无序竞争
局面难以短时间内显著改观。”提起联
席会议制度，临山镇党委副书记陶建
民给予了充分肯定。

制笔是临山镇的传统行业，一段

时间以来，企业之间无序竞争严重，打
价格战、高薪挖人等现象层出不穷，导
致企业负担过重，产品质量下降，职工
利益受到伤害。

临山镇总工会通过深入调研，将
制笔行业的无序竞争问题列为联席会
议议题，并提出了解决路径。最终，经
镇政府与镇总工会联席会议讨论确
定，在临山镇制笔行业建立行业工资
集体协商制度，确保企业之间竞争良
性发展，形成行业自律。

周林杰说，联席会议制度已开辟
了一条从源头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
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成为一条政府部
门问政于民的渠道。

一项历经24年的制度，架起了一座从民意到决策的连心桥。在余姚，政府与工会的联席会议制度成为工会参与社会治理、从源头服务职工的有效

载体。这项制度从市级层面起步，逐渐覆盖全部镇街和开发区，并将协商民主的机制延展到村厂等基层工会，完成了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布局和体

系。去年12月在京召开的纪念政府与同级工会联席会议制度推行30周年座谈会上，余姚市总工会作为唯一县级总工会作了经验交流。

日前，“增‘四力’、强作风，工报记者走基层”小分队赴余姚蹲点采访，解读政府与工会联席会议制度范本，推动这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共建共享。

架起从民意到决策的连心桥
余姚政府与工会联席会议制度范本解读

从一粒种子到参天大树
联席会议制度在余姚根深叶茂

从自我消化到合力破题
联席会议让工会服务职工更有底气

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
联席会议模板延展出民主协商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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