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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界
视角

钱往基层用钱往基层用 人往基层走人往基层走
事往基层办事往基层办

甘肃县区工会改革有“新景”，全省14个市州工会
改革方案获审批实施

上海杨浦区定海路街道总工会

“两表一单”打造“数据工会”

今年起，随着县区工会改革

的全面启动，人口不到 4 万、职工

总数不到 1 万、工会组织仅有 158

个的甘肃省张掖市肃南县，呈现

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工会新

景”。

据介绍，肃南县乡镇政务服务

大厅全部设立工会服务窗口，专人

专责服务职工；69 家县直单位的

机关工会围绕技能素质提升、岗位

建功、红五月系列活动、职工之家

建设、站（厂）务公开等工作签下目

标责任书，由县委县政府分类考

核；71家企业工会的“五个一”（每

年一次会员代表大会、职工代表大

会、工资集体协商、劳动技能竞赛、

文化体育活动）项目和“会员评家”

等重点工作依次展开，非公企业工

会主席和工会组织员也领到了县

总工会发放的岗位补助。

这是甘肃全力推进县区工会

改革的一个缩影。按照改革方案

确定的7个方面、107项改革任务、

41项配套制度基本完成并取得阶

段性成果，甘肃省总工会在全省

14 个市州、86 个县区同步启动工

会改革。

按照“钱往基层用，人往基层

走，事往基层办”的原则，今年起，

甘肃全省工会经费留成比例的

80%以上留给地方和基层工会，省

总本级支出中 70%的经费直接用

于服务职工、补助基层；在全省

1000多家乡镇便民服务大厅开设

工会服务窗口，着力打造开放式

“职工之家”；从省会城市、市州县

区中心城市及其他地方三个层面

推进困难职工帮扶中心规范化建

设“三年规划”；命名“百家示范社

区工会”“百家示范村工会”，通过

以奖代补调动基层积极性、激发工

作活力。据悉，截至 3 月底，全省

14个市州和大部分县区的工会改

革方案已经党委审批实施，预计今

年10月底前完成改革任务。

（来源：工人日报）

甘肃省总工会在改革中率先

垂范，以上带下，“钱往基层用，人

往基层走，事往基层办”，以此调

动基层积极性，工作呈现出充满

生机与活力的“工会新景”。《工人

日报》这则报道，有助于我们对搞

活基层工会的思考。

怎样让基层真正“活”起来，

不是一个容易回答和解决的问

题。倒是基层工会同志的一句

话，点中了问题的关键——“搞活

基层不能只盯着基层。”

譬如组织建设。搞活基层先

要建设基层，免不了要组建率、入

会率，要各种统一部署的活动，还

有干部配备、业务培训等。这些

当然很重要。但上级工会可曾了

解基层组建和入会的工作难度？

可曾有过具体的分类指导？活动

当然要搞，但是否符合基层实

际？基层是否欢迎？干部配备难

点在哪里？培训工作效果如何？

更缺什么？……这些问题只问基

层，难有满意答案。

又如维权行动，一般问题基

层工会还可以与行政交涉，重大

问题就很难碰，甚至碰不得。对

这些情况，上级工会可曾设身处

地想过基层的难处？可曾在关键

时刻出面为他们撑腰、减压？

再如工作考核。考核就有指

标，指标还要量化，但工会的许多

工作是无法用数字衡量的；如果

一定要数据，那就只好搞些形式

化的东西，甚至编造一些数据。

如此，工作何来实绩？基层工会

人力有限，疲于应对考核，哪来精

力干事？又怎么能够搞活？

搞活基层，上级要为下级创

造条件。工作部署不宜“一刀

切”，要符合实际，还要给基层留

下可以自主发挥、自我创新的空

间；基层无力做或不宜做的工作，

上级工会要出面，甚至代替基层

说一些话，办一些事，为基层减

压，才能激发活力；在考核问题

上，不要“迫使”基层作假。甘肃

省工会的做法体现了对基层实实

在在的支持、帮助，何愁基层不

“活”。（作者：张刃，来源：河南工

人日报，有删节）

辽宁锦州零部件行业集体协商工资标准已细化到

所有工种；相关企业集体协商后职工最低工资、加班工

资均有提高；当地企业工会文体活动火热进行……这些

新气象让锦州市工会干部们感到振奋。

据了解，锦州市6000多家企业中，国有企业比例不

到5%，职工规模25人以上企业仅600多家。很多企业的

工会主席为兼职，基层工会工作开展难度较大。锦州市

总针对县区工会薄弱的实际，结合全市产业布局、行业

分布和中小企业多的特点，按照“基层为重、职工为本、

满意为要”的原则，打破地域区划、企业分布和原有的三

级工会管理体制，实行了“行业+工会工作站”“区域+工

会工作站”“集团+工会工作站”模式，走出了“非层级化”

组织模式建设的新路子。

据介绍，“非层级化”工会工作站站长由行业骨干企

业工会主席或副主席兼任，副站长由挂职的市、县（区）

总工会机关干部和专职的社会化工作者担任，选聘站内

企业工会干部或志愿者担任工作人员。

工作站的工作内容为“5+N”。“5”为：指导基层工会

每年召开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指导企业（行业、区域）每

年召开一次职工代表大会；每年开展一次工资集体协

商；每年开展一次劳动竞赛；每年开展一项职工喜闻乐

见的文体活动。“N”即在有条件情况下，在“5”之外再开

展其他活动或工作。

工作站每年有3万元工作经费；对工作站按照百分

制进行考核，根据分数对工作站进行评级；站长、副站长

有兼职补贴，如评级高，站长可补贴3600元/年、副站长

3000元/年。

先期实行“非层级化管理”的8个行业540家企业，

2017年通过工资集体协商为职工增加收入1亿多元。同

时，为职工增派通勤车、改善就餐环境、技能培训费等关

系职工切身利益的项目明显增加。 （来源：中工网）

工会改革使搞活基层落到了实处

作为精耕细作工会工作的有益尝试，上海杨浦区定

海路街道总工会近日用“两表一单”建起“工会数据库”，

把准了工会工作的脉搏，为工会工作精细化和创造性提

供了科学的依据。

“第一张表，是非公企业示范工会创建表。以工会组

织创建、职工权益维护、民主管理、服务职工、企业发展等

6大类33项百分制创建表，勾勒出企业工会做什么、怎么

做、如何做好。”该工会专职副主席肖敏介绍说，要求6

名专职工会工作者从周一至周五均要拿着这张表走访企

业，并将结果用微信等方式，及时告知企业工会主席，使

其对“预期计划”“具体实施”“已解决的问题”“待解决的

问题”等一目了然，协助企业工会达成目标。

“第二张表，是工会工作者绩效考核表。从表格罗列

的各项加分指标来看，其分值权衡了易难程度。以经费

增长比例来说，年度增长 20%以上的，可以达到 20 分；

10%至20%的，为15分；5%至10%，为10分；5%以下的，则

为5分。”肖敏说，通过此表，可以客观地反映每个工会工

作者的工作实绩，为实行轮岗、换岗提供了依据，对攻克

经费收缴等难题发挥了激励作用。

而“一单”，指的是“一企一档”服务账单。长期以来，

街道总工会为广大企业和职工提供了大量的服务，而这

些服务具体到每个企业，却缺乏详细的数据。有了这份

账单，街道总工会只要“一指轻点”，就能对每个企业的服

务总数、服务质量、服务有效性一目了然；也能通过面上

的“大数据”，客观反映职工需求。 （来源：工人日报）

辽宁锦州市总工会

“非层级化”工会工作站
活跃了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