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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法院+工会”：

为劳动争议化解按下“快进键”
■全媒体记者 许接英 通讯员 张华平 吁青

每隔一周，即使再忙碌，工会律师谢华强都会准时赶到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劳动争议诉调对接工作室，和佛山市总的工会干部

一起值班，利用工会律师的专长和优势，为上门的职工开展诉前、诉中调解和诉后释法。

就在9月25日，在谢华强和工会干部的调解下，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劳资双方达成和解，由公司向工伤职工江某支付6万元工

伤伤残补助金及停工留薪期工资，法官当场为双方当事人进行了司法确认。一宗简单的劳动争议得以在诉前有效化解。

这是广东法院借助工会组织，将“诉”的权威性、规范性和“调”的便利性、非对抗性结合起来，有效化解劳动争议纠纷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广东法院和工会通过建立劳动争议诉调对接工作室，依托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式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形成化解劳资纠

纷的合力，取得良好成效。截至2019年9月底，广东法院移送诉调对接平台调解案件共计77340宗，调解成功案件45588宗，调解成

功率58.94%。

工作室调解劳动纠纷更受被欠薪者“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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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现场调解 徐志毅/摄

“您好，我是工会派驻法院的专职调

解律师张邓敏，受法院委托，对此案进行

调解……”

8 月 8 日上午 9 时，广州市黄埔区人

民法院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室内，不到两

个小时，通过“背靠背”方式调解，工作室

就帮孔某向广州某智能科技公司要回劳

动合同补偿金4.3万元。

“通过工作室调解劳动纠纷，速度

快、效率高，特别在欠薪纠纷中，更受被

欠薪者的‘青睐’。”从劳动争议调解工作

室出来，张邓敏心里很有成就感。

广东作为用工大省，劳动争议案件一

直呈持续高位运行态势，着眼搭建完善矛

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2016年10月，广东

高院与省总工会共同签署了《关于预防和

化解劳资纠纷构建和谐关系沟通联系制

度》，决定由法院和总工会在法院诉讼服

务中心联合挂牌设立“劳动争议诉调对接

工作室”，并把“工作室”作为探索多元化

解矛盾纠纷的突破口，由总工会指派特约

律师或法律工作者驻场进行调解，无偿为

当事人提供调解、咨询服务。

2017 年 4 月 27 日，全省首批劳动争

议诉调对接工作室，正式落户佛山法

院。广东省总工会、佛山市及所属各区

总工会分别对接省、市、区三级法院，联

合在本级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同步挂牌成

立“劳动争议诉调对接工作室”。

据悉，劳动争议诉调对接工作采用“法

院+工会”的模式，法院和工会在法院诉讼

服务中心联合设立工作室，工会指派特约律

师或法律工作者到工作室开展诉前、诉中劳

动争议案件调解，并参与诉后释法答疑、信

访维稳等工作，既发挥了法官的专业性、权

威性，又发挥了工会调解员了解劳动者的长

处，整合了法院和工会在劳动争议化解方面

的各自优势，形成了纠纷化解合力。

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张振飚表示，

调解工作室为工会更好地维护劳动者权

益提供了权威、有效的工作平台，通过工

会购买法律服务的方式，有效提升工会

化解矛盾纠纷的公信力，这相当于为劳

动争议化解按下了“快进键”。

7 月 18 日 14 时，东莞某精密金属公

司的法务专员和员工王某因为双方解除

劳动合同产生了经济补偿纠纷，来到新

太阳工业园诉调对接工作站。经过工会

派驻的调解律师罗喜元一番“法理+情

理”的“说和”，双方最终握手言和。此时

已是16时，在工作站轮值的东莞三院法

官孙菊，迅速为双方当事人进行了司法

确认。

据悉，为共同打造高效的劳动争议

诉调对接平台，东莞市中院和市总工会

在联合设立劳动争议诉调对接工作室

外，同时以先锋号职工服务中心为依托，

在全市范围内设立多层级、全覆盖的劳

动争议纠纷调处中心，打通调解工作向

基层延伸发展“最后一公里”。聚集了3

万名职工的新太阳工业园劳动诉调对接

工作站就是其中的一个基层诉调点。

在佛山中院的诉调对接工作室，工

会律师谢华强第一次尝试运用远程视

频，为打了一年工伤官司未果的职工小

赵隔空在线调解。视频那一端的用人单

位相关负责人当场同意支付5万多元工

伤赔偿款。“以后不用专程跑来法院，省

时省力，太方便了。”小赵惊喜道。

把工作重心前移，人民法庭直接与

工会驻村和企业的特邀调解员对接，掌

握调解先机；研发“互联网+法院+工会+

当事人”多元化纠纷解决工作平台；建立

工会、仲裁、法院三部门联动机制……三

年来，广东“法院+工会”的劳动争议纠纷

多元化解机制在实践中得到了完善、创

新和发展，各地各具特色，亮点纷呈。去

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亦曾对此进

行报道关注。

“要做强劳动争议诉调对接工作室，

加大对劳动争议诉调对接工作的人力和

财力投入，仔细甄选法律业务精、调解技

巧熟、工作责任心强的调解员到工作室，

把好事办好。”今年4月2日，广东高院会

同省总工会在东莞专门召开全省劳动争

议诉调对接工作现场推进会，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吕业升在会

上如是强调。会议同时决定将珠三角 9

市诉调对接工作经验及机制推广至全

省。目前全省各市、县（区）法院已普遍

设立劳动争议诉调对接工作站。

今年9月底，全国总工会和最高人民

法院下发通知，在部分地区先行推广深

化劳动争议案件委派委托调解机制建

设，这意味着工会组织在劳动争议多元

化解中的作用将得到进一步发挥。

将劳资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4月30日，“五一”劳动节前一天，珠

海天某装修设计有限公司25名员工选派

员工代表李女生、陈先生冒着滂沱大雨

步行来到香洲法院诉调对接与速裁中

心，送上一面绣着“联合调解效率高，廉

洁司法保公平”大字的鲜红色锦旗。

原来，锦旗是 25 名员工为感谢“法

院+工会”及时化解他们与公司之间的劳

动争议纠纷，特意送来。在区总工会与

法院工作人员的热情协助下，案件进入

诉前调解程序后，仅花一个上午的时间

就促成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并且当天

所有员工都拿到了欠薪。

在肇庆市冷坑镇一家工地干活的老

李等人，赚的本是辛苦钱，可到头来，老

板却连工资都发不出。工人们闹了几

次，老板话说得漂亮，就是见不到钱。一

气之下，今年3月，工人们“押”着老板到

怀集法院，要法院主持公道。

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法院决定通

过劳动争议诉调对接快速化解纠纷。一

个上午，法官和工会调解员分两头跟双

方沟通协商，工地老板最终同意分期支

付，并签了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文书在

手，老李和工友们心里踏实了。

劳动争议案件往往看似简单，有的

标的也不大，但存在“人数众多、类型复

杂、善后不易”等特点，处理不当不仅影

响经济发展，还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

广东高院立案庭庭长李忠铭坦言，

“法院+工会”的调解模式，避免了很多劳

动纠纷进入实体审理和强制执行程序，

既节省司法资源，又化解社会矛盾。

将劳资纠纷化解端口前移、推动社

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最大限度地将

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及时修复劳资双

方的劳动关系……广东“工会+法院”劳

动争议诉调对接工作机制把非诉纠纷解

决机制挺在前面，为民营企业安心发展

营造了安全稳定的营商环境。

广东省企业联合会副会长杨连盛评

价：“劳动争议诉调对接工作机制，能高

效化解纠纷、解决矛盾，最大程度维护社

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是法院

和工会加强社会综合治理的新实践、新

样板。”

在三年实践中创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