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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长城机器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民营企
业。由工会连续两年多来搭建的劳资协商对话平
台，使得这家企业职工工资总额年均增长
16.6%。随之而来的是，技工“留不住”的问题迎
刃而解，今年公司在新产品的生产及销售量方面
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100%和50%以上。

普通职工与企业老总坐在同一张谈判桌前，
为劳动所得及权益与资方唇枪舌剑，双方互相妥
协、达成协议——类似这样的场景，在郑州越来越
多地出现。从机械制造业到文化创意产业，从个
体户到世界 500强，从普通工人到白领……郑州
通过谈判定工资的职工和行业越来越多，覆盖范
围越来越广。

按照郑州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各地必须把建
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作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
要抓手，将民生目标、为民办实事工程等项目纳入
到政府绩效考核之中，每年初由政府与市直各相
关单位、各县区签订目标责任书，年底进行总结考
核表彰。

在登封煤炭行业，如火如荼的工资集体协商，
以行业为“枢纽”覆盖中小企业，最终在薪资指导
小组的协调下达成协议：井下工人工资平均4000
元，井上工人工资平均 2500 元，较去年上涨了
1000元左右，共有5万多煤矿职工从中受益。

在新密服装产业园区，区域类工资协商使得
像“缝制一条裤子多少工钱”、“给衬衫上个领子有
多少工钱”这类以前由老板一个人说了算的工价，
逐步被精准化的工价协商取代。“一线工人走到了
前台，和老板协商共决每一道工序的工价。”

实际上，郑州的一线劳动者可以“做主”的地
方越来越多。在郑州铁路局，职工每年为企业发
展提交1万余条合理化建议，内容涵盖安全生产、
节能降耗、提高质量、缩短流程、挖潜增效、拓展市
场等方面。

截至目前，郑州市各级政府、工会已先后投入
专项经费 1200万元，通过“一把手工程”、奖优罚
劣、队伍建设、企业职工多方参与等措施，使该市
近 7万家企业的 120万名职工尝到了工资集体协
商的“甜头”，职工平均工资增长15%，年工资增长
绝对值接近100亿元。

对话多了，对抗没了
“薪情”好了，矛盾少了
——郑州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纪事

工人日报记者 余嘉熙

5 月中旬，郑州市总工会职工培训中
心的教室里，曾在外省打工10年的任玉仙
正在和十几个河南老乡一起接受免费技
能培训。任玉仙计划在这次培训之后，利
用工会鼓励农民工创业的优惠政策开一
个糕点店。

随着中原经济区建设和产业转移步
伐加快，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人员选择在
家门口就业，这对郑州市相关机构尤其是
工会组织在人力资源利用模式、劳动力素
质、权益维护等方面提出了更多挑战。

对于来自驻马店确山县竹沟镇的农民
工陈传军来说，今年春节期间作为市民代
表与郑州市委书记吴天君的一次座谈，让
他至今难忘。

“现在在郑州打工，感觉日子有奔头，
幸福指数很高。”当了 16年保安的陈传军
说，市领导当场向一个外来务工人员承诺
做好规范劳动关系、加强劳动监察方面的
工作，维护好外来务工人员的权益，“我打
了这么多年工还是第一次遇见。”怎样才能
让郑州市民生目标落到实处，暖进人心？
郑州市委书记吴天君有自己的思考，要进
一步建立健全工作机制，以领导方式转变
推进落实，以干部作风转变检验成效，努力
把发展思路化为具体实践，让工作措施化
为实际行动，把奋斗目标变成美好现实。
避免民生政策“最后一公里”难落实的尴
尬。

在此背景下，为了增强职工群众的归

属感和幸福感，确保一线职工的权益得到
更多保障，郑州进行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
实践。

今年 3 月，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率先
在全国省会城市中院设立劳动者权益保护
审判庭，专门受理农民工讨薪、劳动争议、
劳资纠纷等有关劳动者权益保护的民事案
件。而这一创举，源于2006年郑州劳动争
议仲裁委员会在职工之家专门设立的劳动
争议仲裁第一派出庭。

郑州市还率先推进大社保体系建设，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向外来务工人员覆盖，
积极稳妥落实“同城待遇”，让广大“新居
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同时，大力实施积
极的就业政策和就业服务，着手建立健全
企业工资分配制度，实施了工资支付保证
金、欠薪应急周转金、农民工记工考勤卡

“两金一卡”制度。
在郑州职工维权帮扶中心，按照大病

重症、生活困难、子女入学、工伤事故、下岗
失业和突发困难等不同内容，制定了职工
互助保障和特殊困难应急救助办法，帮扶
更加直接、更务实、更到位。

针对工会调研中发现的农民工、下岗
工人在职业技能上普遍培训不足的问题，
在郑州市主要领导的协调下，市总与有关
部门联合加大了对各类职业培训基地建设
的政策和财政扶植力度，通过建立企校联
动、社会办学、工会免费培训等多种形式，
为企业和职工提供培训机会。

“培训能带来巨大的人力资源效益。”
走访过 3000 多个困难职工和农民工家庭
的郑州市总工会副主席、市帮扶办公室
主任李建霞算了这样一笔账：以市总就
业培训基地为例，平均投入在每个培训
职工身上的资金不到 2000 元，却能帮大
部分人找到一份月薪 2000 元甚至更高的
工作。

4月27日，新郑综合保税区综保区内，
郑州富士康科技园员工关爱中心正式揭牌
并投入使用，这也意味着园区内13万名富
士康职工今后在心理辅导、生活帮扶、法律
援助等方面又多了一层保障。

此前，郑州市总专门选派了工会干部
霍好勇，组建富士康科技集团郑州科技园
工会并担任主席，在河南率先探索了一条
向非公企业直接选派专职工会主席的新路
子。

由此也拉开了富士康工会组建的“郑
州速度”——自去年 11月 11日成立以来，
富士康郑州科技园工会仅用54天时间，便
发展工会会员 11.3 万余人，入会率达
91.7%，组建工会小组2459个，拥有专兼职
工会干部2472人。

“企业与职工的对话渠道多了，对抗就
少了。”富士康集团副总经理何友成说，郑

州园区工会组建的时间只有半年，但效应
十分显著，企业管理层已经深深感到工会
组织对于处理好职工与企业的劳动关系矛
盾的巨大作用。

在郑州，越来越多的非公企业、外资企
业在认识到和谐劳动关系能有力助推企业
发展后，纷纷要求组建工会。

“过去园区里的外企建工会要上级工
会敦促，而现在都是主动要求建工会。”郑
州新区党工委负责人说，随着新经济组织、
新社会组织的不断出现，“工人”的内涵在
扩大，“会员”的概念在延伸，维权的意识显
著增强，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工人，大量流
动的农民工，都成为郑州工会的“新鲜血
液”；专业市场工会、楼宇工会等新型工会
组织也应运而生，全市工会会员达到 158
万人。

“工人的‘薪情’和心情好了，矛盾自然

就少了。”郑州市劳动部门负责人说，过去
面对屡屡发生的劳资纠纷，有限的人手往
往疲于应付。现在新的劳资对话机制，大
大减轻了政府的压力。

“郑州是推动和谐劳动关系建设的
实践者，也是受益者。”郑州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李元法说，正是
郑州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各级工会
的有力推动和企业的自觉配合，综合运
用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推动和谐劳动
关系发展，才带来了职工、企业双赢的局
面。今年春节后，郑州市结合全总“面对
面、心贴心、实打实服务职工在基层”活
动要求，迅速启动了工会干部进企业活
动，通过一场场促膝恳谈，第一时间向市
委市政府呈现最详细最真实的职工民情
记录，使得职工反映的问题得到有效解
决。

“一线工人走到了前台，和老
板协商共决每一道工序的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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