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宁市人社局多措并举营造和谐劳动关系

员员工工有有里里子子、、有有面面子子，，企企业业有有前前途途
本报记者 贾凌煜 通讯员 鲍继连 王焱

9日上午，济宁市创建
劳动关系和谐城市工作现
场推进会在微山举行，会
上公布命名了济宁市第二
批4A级、3A级劳动关系和
谐企业。目前，全市劳动用
工备案企业10893家，职工
55万人，劳动关系和谐是
整个社会和谐的重要基
础。今后，济宁市将严格执
行劳动法规，规范用工行
为，推进集体协商，保持队
伍稳定，促进劳动关系持
续和谐。

企业注重员工待遇
留住人才更好发展

9月份，天气还有些炎热，
山东霞光集团整洁干净的车
间里却十分凉爽。参观人员的
到来，也没有影响工人们手上
的动作，一如既往忙碌着。早
在2015年，霞光集团就被评为
3A级劳动关系和谐企业，今
年荣膺为4A级劳动关系和谐
企业。这家公司是怎么做到得
呢？

原来，公司每月按时全额
为员工发放工资，遇到节假日
顺延，未曾拖欠或延发工资，
职工工资还会随在职年限和
企业的发展不断增长；除工资
外，公司每月给每个职工补贴
100元就餐费，还投资600余万
元建设了一栋员工集体宿舍
楼，免费提供给员工住宿。同
时，公司给每位员工足额缴纳
了社会保险，并统一购买了商
业保险，执行法定工时制度并
支付加班工资。

“我们全体员工每年，与人
民医院合作，到我们工厂里免
费体检一次，包括我们的女职
工的两腺检查，每年做一次免
费检查。”山东霞光集团董事长
张月霞介绍，企业以人为本，把
员工当成自己人，他们才能找
到家的感觉，从心理上感觉不
再是单纯的打工者，而是公司
未来发展的参与者甚至决策
者，从而提高对企业的忠诚度，
将效率发挥到极致。

正是用工规范、工资稳
定、福利优越，霞光集团自成
立以来，还未发生一起劳动争
议事件。

同样的情况也在中国重
汽集团济宁商用车有限公司
进行着。公司每个月按时足额
发放工资，并按照国家规定足
额缴纳社会保险，严格执行国
家规定的工作时间及休息休
假制度，高度重视劳动安全，
及时发放各种劳动保护用品，
构建了和谐劳动关系。

建立三方协调机制
畅通争议解决渠道

霞光集团的先进做法，离

不开公司高层领导英明决策，
也离不开各级人社部门的努
力。

微山县人社局党委书记、
局长裴忠启介绍，为创建和谐
劳动关系，微山县建立健全工
资保障机制，完善了“蓝、黄、
橙、红”四级欠薪预警机制，确
保职工工资按月足额发放。着
力推进劳动关系工作关口前
移和重心下移，在镇街、开发
区专设劳动关系协调员46名，
组建了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中
心，组建率达100%；在企业建
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100余
个，其中润峰电力有限公司、
山东皓翔纺织品有限公司、微
山山水水泥有限公司三家企
业的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获
得“市级示范调解组织”称号。
同时创新劳动监察和争议调
解仲裁方式方法，针对微山县
南北狭长的区域特点，将全县
划分为南、北、中、西四个片
区，建立了劳动监察中队，每
个监察中队管辖1至2个片区；
在北区4个乡镇和湖西4个乡
镇设立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庭，
由县仲裁部门派驻专人办公，
做到了一般劳动维权不出乡
镇，切实把劳动争议矛盾解决
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

在微山县欢城镇，还建立
了由人社、工会和企业组成的
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畅通
劳动争议解决渠道。强化对劳
动用工市场的监督检查，全面
落实劳动合同、企业保险、安
全卫生等制度，规范企业用工
行为。

目前，济宁市各县市区协
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基本健
全，劳动用工备案制度全面实
施，社会保险覆盖面日益扩
大，劳动监察乡镇(街道)“两
网化”全部实现，三级劳动争
议调解网络体系、企业安全卫
生体系和职工保障帮扶体系
基本建立。

遭遇恶意欠薪
拨打2967110举报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最根
本的任务就是平衡处理好劳
动关系双方的现实利益问题。
在企业从自身出发处理好劳

动关系的同时，济宁市人社局
积极推行一体执法，着力维护
劳动者合法权益。先后制定出
台了《社会保险案件劳动监察
与经办机构移交协查办法》、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劳动
监察与刑事司法联动办法》，
实行联合接访、优势办案、疑
难会商、信息互通，执法维权
效能显著提升。

今年上半年，全市共查处
各类劳动保障违法案件303
件，下达责令整改指令书184
件，行政处理14件，行政处罚
19件，处罚金额27万元，共补
签劳动合同2907份，为7611名
劳动者补发工资报酬5018万
元，督促缴纳社会保险费622
万元，移送公安机关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犯罪案件19件。

“当职工遇到欠薪、不缴
保险等劳动关系问题时，请及
时拨打0537-2967110进行投
诉举报。”济宁市劳动监察支
队二大队大队长张建介绍，平
时，劳动监察支队工作人员到
企业、工地进行巡查，告知劳
动者们应享有的权益和保护
权益的办法。接到拖欠劳动者
报酬的案件后，将会进行调查
核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后，
将会责令欠薪主体进行支付，
如欠薪主体不进行支付，拖欠
一名劳动者工资三个月以上，
一万元以上，或者拖欠10名劳
动者工资5万元以上，经责令
支付仍不支付，就构成了拒不
支付劳动报酬罪，劳动监察机
构将根据《刑法》第276条规定
移交公安机关，追究欠薪人欠
薪主体的刑事责任。

企业解决不了
可申请劳动仲裁

《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
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
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有的
企业不给全体职工缴纳社会
保险，为方便劳动者申诉维
权，济宁市人社局设立了市、
县、乡三级劳动人事争议法律
援助工作站。企业处理不了的
问题，劳动者可到市、县、乡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进行
申请裁决。

今年上半年，全市共受理

劳动人事争议案件1169件，目
前已结案1116件，当期结案率
95 . 5%，按期结案率100%。其
中裁决结案424件，调解、撤诉
结 案 6 9 2 件 ，调 解 结 案 率
61 . 97%。开展“阳光仲裁”、
“智慧仲裁”品牌建设活动，推
动了仲裁工作深入开展。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我
们还要强化源头预防，主动为
企业排忧解难。”济宁市劳动
争议仲裁院院长姜广勤称，结
合部门职能，每年对企业经营
管理人员和劳资负责人进行

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免费培训，
指导企业依法用工、规范管
理；坚持“预防调解为主”，在
企事业单位和镇街建立基层
调解组织1856个，培训聘任调
解员3500余人，90%的劳动人
事争议在基层得到化解；深入
企业开展劳动保障法律风险
防控机制建设，帮助企业进行
用工风险评估，指导企业有针
对性地制定落实防控措施，有
效降低法律风险和劳动争议，
实现企业发展与职工维权的

“双赢”。

经济转型期，需双方共努力
企业劳动关系

和谐了，就能激发
广大职工的劳动热
情，调动积极性、创
造性，使职工与企
业唇齿相依、共谋
发展、共享成果，进
而有效地促进企业
发展进步。当前，济
宁经济发展正处于
重要的转型期，部
分企业经营压力加
大，同时职工利益
诉求也越来越多元化。在这
种新形势下，更需要通过构
建和谐劳动关系，推动职工
与企业相互理解、同舟共济、
攻坚克难、共度难关。

因此，人社部门要督促
企业依法、足额缴纳社会保
险，深入推行社会保险费“一
票征缴”制度。进一步落实农
民工工资支付保障的“一书
两金一卡”“工资预储金”等
制度，确保农民工权益得到
有效保障。继续深入开展调
解仲裁品牌创建活动，加大
基层劳动关系纠纷预防调解
组织建设力度。

各有关部门要积极引导
企业适应经济新常态，主动
转型升级，不断提升企业竞
争力。通过发放稳岗补贴，让
企业少裁员、不裁员，努力降
低经济下行和结构调整中可
能给就业和劳动关系带来的
负面效应，保持就业岗位稳
定和劳动关系和谐。

工资收入是劳动关系的
核心问题，也是职工最关心
的问题之一。未来企业要认
真贯彻落实好劳动保障有关
法律法规，认真做好劳动用
工备案工作，切实提高劳动
合同签订率和履约率。通过
举办工资集体协商培训班、
交流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
要约行动月等活动，大力推
进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工作，
建立健全企业职工工资决定
机制、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
保障机制，力求工资集体协
议签订率达93%以上。推进女
职工专项集体合同，签订率
要达到85%以上。

全面落实各项劳动标
准，更要注重对他们的人文
关怀和心理疏导，注重教育
培训和素质提升，努力使他
们不仅有工作、有收入、有保
障，而且使他们事业有发展，
能感受到自身价值和尊严。

本报记者 贾凌煜

现场交流会上，企业负责人相互

学习先进做法。 本报记者 贾

凌煜 摄

葛延伸阅读

干净明亮的车间，工人工作十分舒适。

本报记者 贾凌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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