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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静 本报通讯员 曹雨婷 管宏钰
　　
　　“赢了官司，丢了饭碗”是劳动者维权中最伤脑筋的事。
  为妥善解决矛盾纠纷，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今年以来，西海岸
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不断革新服务理念，推出“立体调解模式”，制
定争议解决对策，提高争议调解率，提升争议处理质效，实现劳动人事
争议合法、高效、妥善处置。

多元调解+速裁
化解劳动纠纷更高效

　　今年5月，西海岸新区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徐永平收到了
一份特殊的快递，快递员强调必须收
件人亲自签收，这让徐永平很纳闷。
　　带着疑惑，徐永平打开了快递，里
面是一面从诸城市寄来的锦旗。原
来，家住诸城市的两名在籍学生寒假
期间在新区某单位勤工俭学，工作结
束后“工资”却迟迟没有到账且索要无
果，无奈之下他们到新区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院寻求帮助。虽然在籍学生不
属于仲裁受理范围，但徐永平了解情
况后，主动介入，多次联系双方进行耐
心细致调解，最终促使两人全额拿到
了所欠“工资”。
　　据了解，徐永平是西海岸新区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领军人物，其领
衔的“徐大姐暖心调解室”自成立以
来经手的案件调解率一直保持在99%
以上。如今，该院以“徐大姐暖心调
解室”为牵引，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
制挺在前面，引导当事人理性化解纠
纷，打通纠纷矛盾调处服务“最后一
公里”。
　　无独有偶，“小法说法”工作室则
坚持从源头预防入手，利用“以课说
法”“以案说法”“以情说法”等群众喜
闻乐见的形式，为群众和企业提供全
面专业的法律解读、风险提示和法律
建议；联合相关单位、科室，加强普法
宣传，为群众提供“一站式”普法服务

渠道；邀请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劳动
者共同打造“劳动仲裁论坛”，将其作
为交流心得、讨论疑难案件的平台。
　　此外，为维护农民工劳动报酬权
益，该院设立“拖欠农民工工资争议
速裁庭”，为快速处理矛盾、及时保障
当事人权益提供了新模式。

创新“立体调解”
全方位维护劳动者权益

　　劳动仲裁所调解的劳动关系，具
有平等性和隶属性相结合、财产性和
人身性相结合的特性，这一极其复杂
的特性决定了劳动仲裁工作需要将
两者有机结合在一起，为此，该院创
新推出“立体调解模式”。
　　具体而言，该院以“预防为主、基
层为主、调解为主”为工作方针，注重
线上宣传，确保政策传达不延迟不卡
顿，加快推行劳动人事争议预防平台
建设；实施线上指导，确保政策实施
无疑问好操作，对全区劳动人事争议
处理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和预判预警；
推行线上调解，确保矛盾不升级案件
无积压，开展案前调解，参与全区重

大集体劳动争议案件调处。
　　同时，成立劳动争议调解工作
站。据悉，该工作站是与区总工会联
合成立的集“法律援助、纠纷调解、源
头预防”三大功能于一体的服务机
构，可为劳动者提供业务咨询、法律
援助、案件调解等一站式服务，形成

“工会+仲裁+基层”一体化维权模式，
有效降低维权成本，实现劳动维权

“一站解决”。
　　此外，建立劳资矛盾处理的立体
调解体系。将企业协商调解贯穿于矛
盾纠纷处理全过程，组织企业工会、企
业代表、律师事务所等参与人民调解，
将劳动关系工作的触角从“已乱”的源
头治理，前置到“未乱”的预防为先，变
被动为主动，把矛盾纠纷隐患化解在
基层；形成小事班组调解、中事企业调
解、大事仲裁调解的立体调解体系，企
业内不发生突发性群体劳资纠纷。
　　当前，这种多层次“立体调解模
式”保障了尚未进入劳动关系的“潜在
劳动者”的就业权和已经进入劳动关
系的“现实劳动者”以及已经退出劳动
关系的“既往劳动者”享受社会 保
险权。

借力“互联网+”
推动仲裁工作提质增效

　　今年以来，该院将“互联网+”思
维贯穿业务经办全链条，借助信息化
手段让工作效率驶入“快车道”，推动
仲裁工作提质增效。
　　例如，充分利用“青岛人社”APP
等进行网上申请，采取“后台审核、现
场立案”的方式努力实现立案服务

“一次办好”。充分运用青岛市劳动
人事争议预防调解仲裁一体化服务
平台，筛选符合条件的案件进行线上
审理，做好线上审理工作宣传，并对
全体仲裁员进行线上培训。
　　同时，该院深入推进“互联网+
预防、互联网+调解”工作，发挥长
江路街道调解中心、隐珠街道调解
中心、隐珠街道张英书记工作室、
徐大姐暖心调解室等4家“青岛市
金牌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的示
范引领作用，在各镇街和社区培育
孵化更多金牌调解组织，着力将工
作 重 点 从“裁 判 纠 纷 ”向“预 防 纠
纷”和“化解纠纷”转变，不断改进
工作方法，提高案件处理效率，增
强服务对象的获得感、满意度，使
劳动争议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
状态。  
　　接下来，西海岸新区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院将继续发扬“严、真、细、实、
快”的工作作风，努力让人民群众在
每一个仲裁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助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西海岸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推出“立体调解模式”，把劳动争议化解在基层

多元立体解纠纷，劳动维权更高效

　　□本报记者 董梅雪
　　
  “服从命令、严守纪律、吃苦耐劳”
是军人的优良品质，当褪下戎装，变的
是身份，不变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他们用军人本色续写人生崭新篇章。今
年，退役军人李小强转业至西海岸新区
交通运输局，在新的岗位上他积极投身
交通运输和邮政快递行业疫情防控工
作，急难险重冲锋在前，努力将自身打
造成为高速服务点的铁血战士、邮政
快递业的防控堡垒。
　　耐心解释防控政策；认真登记客货
车信息；不折不扣落实查验要求，不漏一
车、不落一人……在青兰高速王台南高
速服务点，经常能看到李小强忙碌的身
影。他以军人特有的坚韧与执着，坚守平
凡岗位，安抚驾驶员和乘客的情绪，主动
帮忙解决疑难问题，在严格落实疫情防
控措施的同时，尽最大可能服务群众。
　　执勤期间，李小强经常遇到没有
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无法查验健康码、
行程码的情况。一次，一位老人不记得
自己的身份证号，其家属瘫痪在床，无
法帮忙查找身份证。李小强便主动联

系，协调村民帮忙到老人家中寻找身
份证，在查询到老人核酸检测和行程
情况后予以放行，真正做到为群众解
决实际困难。
　　李小强不仅在高速服务点值守，

还扛起新区邮政快递业“抗疫战旗”，
防止疫情通过邮件快件传播。
　 “无论多晚，无论被拒接几次，这
个电话一定要打通，这个企业一定要
纳入管理。”针对各快递品牌片区划分

方式不一、快递从业人员流动性大的
实际情况，李小强抓住问题主要矛盾，
快速、准确、全面摸清各快递品牌网点
数量、位置分布、从业人员信息等情
况。利用以点串线、以线带面的方式，
将全区101家快递企业、806处末端网
点、2452名快递从业人员信息摸清理
明，建立邮政快递业基础台账。
　　4月11日，接到某街道来电反映

“一件入境普通货物转国内快递即将
到达新区，且寄件人亲属在国外确诊
为无症状感染者”情况后，李小强抢抓
黄金时间，在运输车辆到达网点前查
明快递运输路径，第一时间对该批快
件、车辆、驾驶员进行管控，落实环境
采样和核酸检测，全车250件快件一律
随车静置处理，待得到检测结果均为
阴性后，才进行逐一派发，切实消除风
险隐患，保证快递行业安全稳定。
　　在疫情防控一线，像李小强这样
的退役军人还有很多。他们敢于担当、
勇于作为，忠于自己的职责，传承军人
的作风，用执着和努力筑牢疫情防控
坚实堡垒，护佑新区群众的生命健康
安全。

李小强（右）在新区一处快递点调研。

退役不褪色，“疫”线再冲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