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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阮向民

“职工说事”，一项用词朴实
的制度体系，其内涵却十分丰
富。解读这项制度，不妨先从说
文解词开始。“职工”是这项制度
的主体，也就是说，这项制度从顶
层设计上就以“服务职工”作为鲜
明的定位。“说”是制度的实现途
径，由“说”延伸到倾听、回应、评
价，架构起一个体系完备的工作
机制。“事”是制度的落脚点，这些

“事”，事关职工的利益诉求、成长
愿景，也事关企业发展的良方佳
策。

从源自于乡镇基层工会的创
新之作，到覆盖全县的制度设计，

在宁海，“职工说事”以服务职工
群众为起点，以推进企业民主管
理为方式，一个工会参与社会治
理的鲜活样本日益变得清晰、真
切。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系统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
和国家治理体系多方面的显著优
势。其中一条就是“坚持人民当
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
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
展的显著优势”。着眼未来，提出
了“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
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的目标要求。就基层工会而言，
担当好参与社会治理的排头兵，
既是党委政府期望所在，也是工

会自身职能所系。宁海工会“职
工说事”正是基于宏观目标之下
的微观实践。

从目标导向看，“职工说事”
以“职工”作为该项制度的主体，
遵循并践行“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这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
核心。正如宁海县总工会党组书
记、常务副主席周平永说的那样，
职工主人翁意识不是口号喊出来
的，而是需要通过制度、平台、载
体的设计，让职工群众真正从心
底里感受、认同。“职工说事”推行
半年来，越来越多的职工走进说
事工作室，“打开天窗说亮话”成
为常态，职工主人翁意识在潜移
默化中滋生、成长。

从问题导向看，“职工说事”
以“事”作为制度的落脚点，旨在
解决职工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利益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
是完善社会治理的题中之义。职
工利益无小事，一辆解决上下班
赶路之苦的通勤车，一间能让“小
候鸟”与父母团聚的亲子房，处理
好这些在职工眼里的“关键小
事”，和谐劳动关系便有了坚实的
基础。

从效果导向看，“职工说事”
以“说”作为制度的实现途径，将
原来相对松散、缺乏刚性的沟通
方式纳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真
正做到勤于向职工问事、善于倾
听职工说事、敢于为职工办事、乐

于接受职工评事，让工会和职工
之间的这一情感纽带更加紧密更
加牢固。增进感情才能激发动
力，半年多来的实践，职工说事打
开了职工的心扉，“话匣子”倒出

“金点子”的故事有了更多的版
本，“职工说事”平台对发展企业
生产力、推动基层创新力的制度
红利日益体现，也让越来越多的
企业认识到民主管理带来的磁场
效应。

通过“职工说事”，我们解读
到了那些耳熟能详的词：统一思
想、凝聚人心、化解矛盾、增进感
情、激发动力，这是“娘家人”的主
责主业，也是工会参与社会治理
的核心要义。

打开话匣子，说进心窝子。在宁海，“职工说事”成为倾听职工声音、服务职工诉求的新平台，助力职工成长、助推企业发展

的新动力，深化民主管理、参与社会治理的新机制。

日前，本报“增‘四力’、强作风，工报记者走基层”小分队赴宁海蹲点采访，倾听“职工说事”讲述的动人故事，感悟宁海工会

“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化解矛盾、增进感情、激发动力”的坚定初心。

“职工说事”：打开话匣子，说进心窝子
宁海工会探索新时代企业民主管理新机制

■记者张浩呈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宁海
强蛟海螺水泥有限公司职工李可
可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心情。李可
可家在外地，今年夏天母亲带着
他的小孩一起来宁海过暑假。孩
子要赶来相聚，李可可满心期
待。然而一想到住宿问题，心里
就凉了半截，“我住的是单身宿
舍，一家子人过来可怎么住，到外
面租房花销又太大，当时真的是
一筹莫展。”

高兴事变成了烦心事。在
“职工说事”工作室，李可可把这
桩心事向公司工会副主席夏丁辉
和盘托出。没想到夏丁辉当即联
系公司后勤部门，协调宿舍问题，

难题很快就得到了解决：公司将
李可可住的单间换成了套间，方
便他们一家人团聚。就这样，烦
心事又变成了暖心事。

今年上半年，海螺水泥开始
推行“职工说事”制度。翻开海螺
水泥“职工说事”工作室记录本，
上面整整齐齐记录着上门“说事”
职工的各种诉求。工作环境的改
善，日常生活的烦恼，甚至周边小
水沟的环境问题都成为职工反映
的内容，不少事项已标注“办结”，
职工给出了“满意”的评价。

随着“职工说事”制度的推进
落实，提意见、说问题，“打开天窗
说亮话”正成为宁海企业职工的
一种新习惯。

在得力集团，住在和溪园员

工宿舍区的研发部门员工通过
“说事”感受到了便利。此前四五
百号员工从宿舍区到厂区，需要
步行近20分钟。“说事”后，公司行
政部门想方设法，和当地交通部
门衔接，促成了公交线路的延
伸。如今，在宿舍区门口乘上107
路公交车，员工们三四分钟就能
到达厂门口。

同样是出行问题，宁波润禾
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员
工则通过“职工说事”享受到了一
份超级“福利”——接送他们上下
班的大巴车。

“润禾”是宁海胡陈乡的一家
上市公司。去年5月，在当地总工
会的推进下，“润禾”成为“职工说
事”的首家试点企业。“职工说事”

工作室建立后不久，就收到了希望
解决员工上下班出行问题的诉
求。公司不少员工住在宁海城区，
到公司有近20公里的路程，有的
员工甚至需要早上5点半起床才
能勉强不迟到，遇到刮风下雨天，
骑着电瓶车赶路着实让人揪心。

员工反映这一问题之后，工
会第一时间向公司管理层作了反
馈。最终，公司安排了50万元资
金，购置了一辆大客车，专门接送
职工上下班，解决城区员工到厂
区上下班的出行难问题。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购置大巴
车，不仅方便了员工上下班，还为企
业招工增加了筹码。“没想到买了车
之后不仅解决了工人出行问题，而
且提升了招工的竞争力，一辆大巴

换来了企业和员工的‘双赢’。”公司
工会主席刘丁平介绍说。

在宁海，“职工说事”制度之
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快速见效，在
宁海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总工
会主席王兴兵看来，关键在于建
立了一套规范化的工作机制。通
过“问事、说事、办事、评事”四个
环节，逐一制订相对刚性的工作
要求，真正做到勤于向职工问事、
善于倾听职工说事、敢于为职工
办事、乐于接受职工评事。把“职
工满不满意、赞不赞同”作为办事
成效的检验标准，建立“一事一
评”机制，工会办事得力与否，职
工拥有评判权。这样的制度安
排，目的就在于鼓励职工打开话
匣子，说出心头事。

打开天窗，话匣子装满暖心事

■记者张浩呈

40多岁的李万希遭遇了职业
“天花板”。

李万希是宁波润禾高新材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车间的班组
长，作为有着十多年工作经验的
一线多面手，他希望自己能有更
进一步的发展，也为自己定了一
个小目标——晋升为设备主管。
梦想有了，可是追梦路上，他有些
迷茫。

“润禾”是一家高新技术企
业，公司大专以上学历的职工占
到60%以上。而李万希只有初中
学历，虽然经过10多年打磨，车间
里很多活他都拿得上手，但受制
于文化水平和知识结构，想进一

步提升技能，瓶颈摆在那，绕不
开。

于是，李万希走进“职工说
事”工作室，向公司工会主席刘丁
平说出了自己的愿景和迷茫。一
番“把脉问诊”，刘丁平开出了一
帖“复方药”，一方面安排李万希
参加初升高的学历教育培训；另
一方面为他报了焊工、电工两项
职业技能培训，进一步提升岗位
技能。

通过“职工说事”这一平台，
刘丁平发现李万希的窘境并非
个例，“很多员工都有自己的成
长愿景，但不知道路在何方，我
们要做的就是打通他们的成长
瓶颈。”

在工会的推动下，“润禾”为

职工开辟了成长通道，不仅免费
为职工提供培训机会，还通过与
学校合作，以组团报名方式为职
工减轻学历教育费用，每位职工
至少可省下2000元的学费。“在
我们的鼓励下，今年有 30 多名
一线职工参加了初升高、专升本
等各类学历教育培训。”刘丁平
说。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宁海
强蛟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海螺水泥安环主管李光明
说，在建筑建材生产企业，注册安
全工程师这一职业资格含金量非
常高，获得资格后对职工未来个
人成长大有助益，“我们这边很多
人想考，但真正去报名的人却不
多，主要是培训不方便，也没有资

源交流。”
如何解决职工成长的后顾

之忧，实现他们的成长愿景？通
过“职工说事”了解到职工现实
境况之后，海螺水泥管理层快速
行动，制定了相应的措施。“领导
很快给我们回复并统筹安排了
这件事，第一是鼓励大家去报
名，第二是安排职工统一培训，
教材和培训费用都由公司出，尽
可能为职工培训提供便利。”李
光明说。

在公司激励下，今年海螺水
泥报考注册安全工程师的人数从
去年的3人增长到20人，报考热
情空前高涨。

“职工成长和企业发展是成
正比的，去年公司产量和销量都

创了新高，并成为宁波工业纳税
50强企业，这是职工成长后带给
企业的最丰厚的回报。”公司常务
副总经理王宇光告诉记者，通过

“职工说事”打通职工成长瓶颈，
其实也打开了企业发展的新空
间。

有梦想，就要大声说出来。
宁海县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
主席周平永说，“职工说事”不仅
是解决职工困难的平台，更是助
力职工成长成才的平台，“‘职工
说事’制度，通过推动企业畅通职
工成长通道，充分调动了职工学
习技能、岗位成长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这对全面提升劳动者技能
素质、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来
说，意义深远。”

■记者阮向民

员工“金点子”从哪来？有的
属于“有心栽花”，而有的纯属“无
心插柳”。

宁波润禾高新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是最早推行“职工说事”
制度的企业，公司工会主席刘丁
平告诉记者，“职工说事”工作室
刚建起来那会，上门来的员工大
多是反映生产生活中的个人诉
求，还有的则是因为遇到不顺心
的事找工会倒倒苦水、吐吐槽。

8月的一天，刘丁平就接待
了这样一名吐槽者。陈师傅在车
间一线岗位工作了七八年，那阵
子他和工友在工作上产生了一点
小摩擦，被车间主任批评了几句，
心里很不服气，于是找到工会来

评评理。听完陈师傅竹筒倒豆
子，刘丁平耐心地梳理事情的前
因后果，中肯地分析员工存在的
问题。说着说着，心扉打开了，隔
阂消除了，话匣子一打开，话题也
随之转移到车间日常工作上。陈
师傅说，车间产能一直上不去，拖
了整个生产流程的后腿，原因在
于产品冷却过程耗费了大量时
间，如果增加一台冷凝机，效能可
以大大提高。

刘丁平把陈师傅的建议递交
到技术部门，工程师经过测算后
认定建议可行。“水平再高的技术
人员也会有认知上的盲点，当时
大家都把关注点放在工艺改造
上，忽略了这一最直接有效的处
理方法，陈师傅的这一提议正可
谓一语惊醒梦中人。”刘丁平介绍

说，两个月后，冷凝机安装上马，
2 万多元的投入产生了巨大效
能，产品冷却时间从以前的5小
时缩减至2小时。刘丁平由衷感
叹“竹筒倒豆子倒出了金点子”。

打开心扉，话匣子倒出“金点
子”。通过“职工说事”，工会和职
工之间的情感纽带更加紧密更加
牢固。宁海县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周平永告诉记者，通
过说事和倾听、办事和评价，职工
的气顺了、心热了。以往不愿意
说、不知怎么说的事在“职工说
事”平台上成了热门话题。“发动
职工开展企业发展‘金点子’征集
活动是工会的一项传统工作，也
是发挥职工主人翁意识的直观体
现。职工主人翁意识不是口号喊
出来的，一线‘金点子’也不是一

句倡导就能冒出来的，而是通过
真心实意倾听职工呼声，帮助职
工解决利益诉求、实现成长愿景
的实践中不断积累，渐渐形成
的。”周平永说，“职工说事”制度
归根到底是通过“说事”这一平
台，打开话匣子，说进心窝子，从
而激发职工的主人翁意识。

通过半年多来的实践，“职工
说事”平台对发展企业生产力、推
动基层创新力的制度红利正日益
体现。

在得力集团，半年来职工通
过“职工说事”平台记录在案的话
题共有83件，其中关于管理创新
和技术改进的良方佳策达到了半
数以上。

文具技术部一线职工小金提
出生产流程小革新，流水线上原

来需要5名工人操作的这套流程
如今改为4人，不仅节约了人力成
本，还提高了生产效率。

业务一科职工小王通过平日
里与客户接触的感受，提出了改
进产品包装的奇思妙想，“蚂蚁线
可撕箱包装”设想通过“职工说
事”传递到营销部门并被采纳，既
满足了客户需求，又节约了包装
成本。

在宁海强蛟海螺水泥有限公
司，一场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标准
化再造正在企业全面展开，“职工
说事”工作室成为一线员工施展
才华的大平台，一个个有创意、接
地气的好主意、好点子从这间小
小的工作室源源不断传递到公司
各个部门……

工会参与社会治理的鲜活样本

打通瓶颈，追梦人迈向新天地

打开心扉，话匣子倒出“金点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