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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姜国乐 孟一
本报通讯员 徐文锋

职工、企业起了劳动人事争议怎么办？
近年来，济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设立
为这类纠纷的化解提供了最优化的路径。然
而，由于受到当事人法律知识匮乏、对仲裁
院了解不足等原因影响，很多纠纷处理不够
及时，为事件的升级埋下了隐患。

日前，济宁劳动人事仲裁再出新办法，
正式设立流动庭和派出庭，将以前在机关
“坐诊”改为主动走到企业等一线中去“出
诊”。对事实清楚、案情简单的劳动纠纷，
第一时间化解在事发地，既为当事人提供了
便捷服务，也提高了仲裁工作效率。

厂矿一线解纠纷

“我这应该属于工伤，我的诉求就是申
请解除劳动关系、确认属于工伤、发放工伤
期间工资以及伤残补助金、就业补助金等其
他赔偿。”3月23日，鱼台县王鲁镇鲁王集团
的办公室里开了一次与众不同的“会议”，
内容是关于一起企业与员工间的人事劳动纠
纷，参会者除了纠纷双方，还多出了鱼台县
人事争议仲裁院的工作人员。调解刚开始
时，企业职工司永香显得很激动，颤抖着说
出了自己的述求。

原来，司永香是公司的一名车间包装工
人，下班途中不幸发生车祸，导致小腿走路
不便。司永香认为这是工伤、非要讨个说
法；公司认为这属于交通事故、久拖不决。
两方各执一词，矛盾越闹越大。得知这一情
况后，鱼台县的两名仲裁员主动来到公司，
面对面解决双方的争议。经过有法律依据作
支撑耐心调解，公司认可了职工的工伤认定
并同意解除劳动关系，发放工伤期间工资。
而司永香选择放弃了部分赔偿诉求，双方握
手言和。

“原来觉得职工只要离开了厂区就和我
们没关系了，现在才知道真的属于工伤。”
山东鲁王集团有限公司经理闫运厂告诉记
者，通过调解，学到了不少法律法规知识，

作为一家企业，在抓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应
该尽可能保障职工的权益。而司永香则为这
种不用老往县城跑送材料的新办法竖起了大
拇指。

鲁王集团的调解案例只是济宁人事争议
仲裁院创新工作方式的一个缩影。“流动庭
一改过去坐等群众申请仲裁的‘坐堂问诊’
为走进单位‘把脉治病’，不仅有助于方便
群众、提升劳动争议的解决效率，还方便了
材料的一线取证。”鱼台县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院副院长王梦霞介绍说，为把这项好事做
实，鱼台县仲裁院抽调有仲裁员资格且经验
丰富的仲裁员两名，书记员一名，平时携带
仲裁委徽章及完备的便携式办公设备开展一
线调解，对事实清楚、案情简单的劳动纠
纷，第一时间化解在事发地。流动庭成立以
来，成功调解劳动争议73起，涉及金额160余
万元。

仲裁员多跑 企业少跑

3月28日，济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首
个派出庭在高新区忙活起了，处理一起关于
劳动关系认定不明的案件。根据当事人山东
卓鑫物流有限公司员工刘成民提供的资料，
纠纷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且被申请
人未为申请人缴纳社会保险，但劳动关系依
然得到了法律认定，最终实现了庭前调解。

在济宁，高新区有其不可替代的特征，
就是产业集聚、企业众多，在各类案件中劳
动争议案比重达70%-80%。而根据法定程序，
从立案到结案，当事人至少要往返部门三
次，使得企业和劳动者的维权成本高、维权
周期长，常常会导致劳资双方矛盾更加尖
锐。

“法律环境是区域招商引资、服务新旧
动能转换，打造经济发展优质软环境的重要
组成部分之一。上门服务、就近庭审，可以
高效地解决企业劳动者维权的实际问题。”
济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高新区派出庭负
责人刘传金说，本着“宁可我们跑三趟，也
要保证企业只跑一趟”的工作思路，经过半
年筹备，济宁市首个仲裁派出庭落户高新区

产学研基地D3楼，为企业和劳动者提供庭前
调解、仲裁裁决等服务。

人事劳动纠纷案情复杂、形式多样，但
多与拖欠工资、确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等几个关键领域。对此，仲裁派出庭引入劳
动人事调解协会及法律援助律师提供相关配
套，在受理案件后分别予以庭前、中、后三
次调解，力求促成双方达成协议、解决纠
纷。若皆未达成协议，最后才会予以裁决。

“由于多数劳动者欠缺法律知识，庭审
时大多需要律师作为委托人予以辩护。”刘

传金说，社会上的律师一次需支付2000元左
右，对于失业或低收入者是一笔不小的开
支。为此，仲裁派出庭特推行法律援助服
务，由专业律师解答劳动者疑虑的同时，劳
动者仅需前往户口所在地开具低收入证明并
加盖公章，即可获得免费法律援助服务。

2017年至今，济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院共受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626件，当期结案
率9 9 . 2%，按期结案率1 0 0%，调解结案率
76 . 6%，调解结案率和法律援助工作均处于全
省领先地位。

济宁劳动仲裁有了流动庭和派出庭

机关“坐诊”变一线“出诊”

□ 本 报 记 者 张誉耀
本报通讯员 胡 康

5月3日，记者走进位于微山县韩庄镇的
山东航宇船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造船厂区，没
有叮当刺耳的嘈杂声，没有钢铁杂乱的堆
放，只有整洁干净的硬化地面和大面积的绿
化植被，车间摆放着三体槽道式高速豪华游
艇等船舶的半成品，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
忙碌着。

“环境保护人人有责，咱是花园式厂
区，每天定时洒水，有防止雨水污水污染的
装置，还建有地埋式污水处理站，绿地园区
里的很多名贵树种是从外地引进的。”航宇
船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丁行介
绍。

依托于微山湖及京杭运河的水利运输条

件，航宇船业成立于1996年，刚开始以生产

拖船和中小型运输船为主。“那时候造船，

现在看来就是家庭作坊，咱们这技术不行，

装备也不行，比较好的拖船都是从扬州那边

造的。”丁行回忆说，当时就想，我们挨着

微山湖和京杭运河，为什么要跑那么远去造

船呢，不能自己造吗？于是，他带着工人南

下考察，回来没日没夜地刻苦钻研，攻下一

个又一个技术难关。

经过3个多月的奋斗，拖船新产品终于造

好了，但是刚开始没人敢买，丁行绞尽脑

汁，想出了“赊账”的试用模式：先免费，

用得好，再给钱。实在的产品加上实在的销

售方式，让航宇迅速打开了市场，没几年，

规模和效益就超过了南方的造船厂，新老客

户纷纷在航宇下订单，逆转了‘北船南造’

的局面，实现了‘南船北造’的市场变革。

如今，京杭运河航道90%的拖船都来自航宇。

“目前，我们同时具备内河运输船、渔

船和海船的造船资质，是山东省唯一一家内

河船舶生产建造海船的企业。”丁行介绍，

航宇以打造内河船舶制造“旗舰”为目标，

兴建了内河船舶制造基地项目，着眼于建立

现代化造船模式，改造传统工艺流程，采用

先进技术手段，提高分段制造的完整性，拉

近工序周转距离，从而提高造船效率，缩短

造船周期。航宇旗下的新思维船舶科技公

司，成为鲁南苏北地区船舶设计咨询、无损

探伤技术检测、甲板机械技术咨询、船舶装

技术咨询的权威机构，被省交通厅船检局指

定为山东省内河唯一一家具有船舶无损探伤

检测职能的定点单位；下属的寰能风电设备

公司，研制的轻型高效船用风力发电机组则

填补了国内内河船舶的空白，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

然而近几年，船舶市场持续低迷，许多

船厂歇业关门，航宇则提出“进行结构调整

和产品转型，延伸其船舶产业链”的新思

路。

“我们在从由高能耗、重污染向低能

耗、绿色环保转型的基础上，调整了客户群

体的方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消费者对

生活品质的追求也越发提高，游艇越来越成

为休闲娱乐、家庭聚会、商务旅游的新选

择。”丁行表示，为此，企业又开始研发豪

华游艇和水陆两用船。

在游艇生产车间，记者见到了航宇自主

研发的三体槽道式高速豪华游艇。工作人员

介绍，船体的水下部分由中体和两边侧体组

成，这种船型构造使船的兴波阻力小，两个

侧体能增加稳性，连接桥具有提高总纵强度

的功能,同时还有利于形成宽阔甲板面，为设

备布置提供更大空间。此外，该船型也具有

优良的耐波性，尤其是可避免双体船的“扭

摇”(横摇与纵摇的耦合摇摆)与“急摇”(短

周期的横摇)，并可明显减小纵摇和升沉。

目前，该游艇的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10月

份。

“水陆两用船兼具了游艇与汽车的性能

特点，并可以优势互补，既可以用于水上观

光，又可以在陆地行驶，还可以开进自家车

库。”丁行告诉记者，目前，水陆两用船成

为旅游区的重点打造项目，发展空间和市场

前景十分广阔。

如今，航宇已不满足于造船，正着力打

造“船艇制造与休闲旅游商贸文化品牌产业

聚集区”，以船艇制造产业为领航功能，船

艇产业和休闲旅游商务为主导功能，文化体

育互补功能，生态观光为特性功能，以民俗

风情、历史文化展示平台、滨水休闲娱乐、

渔业垂钓、运动竞技、旅游度假、公共服务

平台、商贸信息平台、产品交易平台和信息

管理平台等综合功能于一体的船艇制造与休

闲旅游产业，叫响“北方渔乡，休闲天堂”

的旅游口号。目前一期工程已经建成。

山东航宇船业集团有限公司坚持创新领航

从造运输船到造游艇

□记 者 尹 彤
通讯员 马 超 车鲁泰 报道

本报济宁讯 今年5月15日是全国公安机关打击
和防范经济犯罪的第9个集中宣传日，活动主题是
“与民同心，为您守护”。当天上午，市公安局联合
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全市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
宣传日新闻发布会，并在新世纪广场和阜桥街道解放
路社区组织开展集中宣传活动，动员发动全社会力量
共同打击防范各类经济犯罪。

据了解，2017年济宁公安经侦部门保持对涉众
型、风险型经济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全市公安机关
共立各类经济犯罪案件858起，抓获犯罪嫌疑人625
名，挽回和避免经济损失13 . 7亿余元。

目前全国各地涉众型、风险型的经济犯罪仍然比
较突出，非法集资、传销犯罪案件持续多发，无接
触、网络化、地域分散化的新型传销开始频繁出现，
传销打击监管的形势愈发严峻。济宁公安机关继续保
持对经济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以打促防。据统计，
今年1至4月份，济宁市公安机关共立涉众型经济犯罪
案件21起，破案18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5名，挽回经
济损失3020余万元。

济宁前4个月破案18起
挽回经济损失3020余万元

□记者 尹彤 通讯员 张东芳 报道
本报济宁讯 5月11日，全省优秀高技能领军人

才先进事迹巡回宣讲活动在济宁技师学院举行，来自
全市各县市区人社局、技工院校、部分企业及师生代
表，共计800余人参加，并参观了“工匠精神 闪耀
齐鲁”摄影作品展。

报告会上，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钳工首席技师郭锐、华泰集团有限公司高级技师魏国
华、德州恒丰集团的高级技师王晓菲、济宁市技师学
院生产实习指导教师孟庆站、山东省城市服务技师学
院学生曲笛等5位山东省高技能领军人才，结合自身
实际，用朴实生动的语言，分享了他（她）们成长的
心路历程。

报告会后，济宁技师学院邀请宣讲团成员们，与
学院入选第45届世赛省集训队的选手、指导教师及部
分教师代表，分别进行了座谈，学习借鉴世赛经验，
听取人才培养方面的意见。

省优秀高技能领军人才

到济宁宣讲

□记者 王浩奇 通讯员 苏凤兰 报道
本报汶上讯 “佛手瓜要种在通风好、采光好的

地方，坑要挖深挖大，下面铺上农家肥，开始爬秧的
时候就要搭架子……”汶上县南站镇漕流村68岁的贫
困户赵同文，坐在“百姓大舞台”桌子旁，为台下的
100余名贫困户“讲课”，“去年我在院子里种了一
棵，结了400多斤佛手瓜，卖了800多块钱呢……”老
赵乡土味浓厚的话引来台下阵阵掌声。

一年前，赵同文日子过得还很潦倒，别说是上台
演讲，就是走在街上也不好意思多说一句话。后来，
他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开始种植佛手瓜。去年家
庭年收入超过5000元，其中仅佛手瓜收入就达到了
2000多元，顺利脱了贫，腰板也挺了起来。

“用身边的事感动身边的人，让他的故事带动更
多的贫困户脱贫。”南站镇党委副书记李曦说，他们
通过将扶贫与“扶智”“扶志”紧密结合，增强贫困
户内生动力。让刚刚脱贫的贫困户谈自己的心路历
程、讲自己的脱贫故事，更容易激发贫困户树立脱贫
致富的信心。

昔日贫困户

讲起“致富经”

□记者 张誉耀 报道
近日，邹城市委统战部组织医院专家到大束镇开展免费义诊，开展预防宣传并提供免费治

疗。

广告

□记者 王浩奇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记者近日从济宁市农业部门了解

到，济宁市依托农业资源和区位优势，引导龙头企业
向优势产区聚集，建成了一批主导产业突出、规模效
益明显的农业产业集群，县域农业竞争力不断提升。
截至目前，全市500万元以上规模农业龙头企业1026
家，年销售收入997亿元，其中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4
家、省级50家、市级535家。

济宁农业龙头企业

达1026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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