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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界
视角

海外
工运 加班从每周68小时降至52小时

浙江平湖全面推行非公企业工会“3+×”建设管理模式

运用大数据
改进工会工作势在必行

““建家持家评家建家持家评家””三管齐下三管齐下

金川集团公司工会开展订单式讲解、面对面点题宣讲活动

“新套路”为劳模工匠“圈粉”无数

2017 年 12 月 8 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

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大数据发展

日新月异，我们应该审时度势、精

心谋划、超前布局、力争主动，深

入了解大数据发展现状和趋势及

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分析

我国大数据发展取得的成绩和存

在的问题，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

战略，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

进数据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保

障数据安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

更好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

民生活改善。

工会作为枢纽型社会群团组

织，主动适应大数据发展的新趋

势，运用大数据改进工作，有利于

有效解决工会信息掌握不准确、

不及时的问题；有利于破解工会

组织某些方面管理模式陈旧、运

行机制僵化、活动方式单一的困

扰；有利于及时准确预测职工行

为发展趋势，准确掌握职工的思

想动态，等等。运用大数据改进

工会工作，能够使工会履行基本

职责更顺畅，维权工作更科学，服

务职工更精准；对于提高工会组

织在职工中的吸引力、凝聚力，进

而增强工会组织活力，推动工会

工作创新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

现实意义。

随着工会会员越来越多、组

织规模越来越大、工作内容越来

越广泛越来越丰富，工会组织与

职工相关的数据规模也会越来越

大，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越来越

强。大数据为工会工作创造了前

所未有的可量化、可预期、可改进

的机遇与条件，运用得好，就会取

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必须发挥中

国工会自下而上，自成一体的组

织体制优势，尽早建立全国统一

的工会大数据平台，形成面向工

会工作需求，面向职工群众需要

的数据保存、应用和能够深度挖

掘的大数据库。

善于获取数据、分析数据、运

用数据，应该成为各级工会干部的

一项基本功。工会干部应该成为

善于运用大数据分析解决问题的

行家里手。只有这样，工会领导机

关才能更好地借助大数据，通过海

量、动态、多样的数据有效集成和

对这些数据信息资源的分析研判，

及时了解基层工会的工作状态和

职工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及

诉求，更加快捷、系统、全面掌握职

工的思想动态，从而为更科学高效

地做好工会维权工作和服务职工

工作提供可靠的依据。（作者：宜

冰，来源：中工网《工会信息》，有删

节）

持续月余的甘肃金川集团公司“当

好主人翁、建功新时代”劳模工匠精神宣

讲月活动日前落幕。活动期间，金川集

团公司工会改变以往劳模宣讲活动的

“套路”，通过订单式讲解、面对面点题等

方式，连续举办了30多场展演活动，让百

余名劳模工匠在生产一线“圈粉”无数。

金川集团公司近年来涌现出以全国

劳模彭明、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潘

从明等为代表的各级劳模、工匠 100 余

名，创建了72个劳模创新工作室和两个

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从“五一”开始，公司工会在精心制

作劳模工匠短片、微信的基础上，鼓励公

司3万多名职工与劳模互动点题、问计，

让百余名劳模工匠揣着“订单”轮流进分

厂、下车间、走一线，面对面解题、手把手

讲解，现场“互粉”建群。工会利用周末、

工余时间举办30余场集中展演活动，为

劳模工匠“圈粉”搭台铺路。

金川镍钴研究设计院的杨秉松，从仪

表工到成为拥有百余项发明专利和软件

著作权的“一线创客”，活动开始以来，他

的微信朋友圈里多了1000多名“工友”，在

圈里他们互相交流着创新的快乐。日前，

杨秉松、李自玺、许艳霞等6位劳模工匠还

走上舞台，现场解答职工的问题和困惑，

同时，彭明、潘从明、何奇奇等劳模工匠现

场点评，让劳模精神更加可感。

金川集团公司工会主席胡耀群表

示，要不断拓展劳模工匠精神宣传模式

和途径，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

（来源：工人日报）

韩国工薪族喜忧参半

非公企业工会如何真正实现“建起来，

转起来，活起来”？平湖工会“定制”了一把

尺子——“3+×”建设管理模式。这里的

“3”，指的是着力推进非公企业工会主席工

作室、职工服务站点、职工活动中心等三项

主要工会组织阵地建设；“×”，指的是以企

业和职工的需求为导向且有利于企业和职

工健康发展的各项服务工作。这一模式的

目标指向企业工会“硬件+软件”完备、“阵

地+活动”丰富、“职能+服务”高效，实现工

会阵地建设特色化、品牌化。

建家：阵地建设走向标准化

为使工会阵地建设有章可循，平湖

市总工会制订了《关于推进工会服务站

点建设工作的通知》，以“有组织机构、有

服务项目、有制度、有台账”为基本要求，

建立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8个镇街职

工服务站、323个村（社区）企业职工服务

点，三级服务网络日益健全。同时，职工

活动中心建设也同步推进。按照“有场

地、有活动、有吸引力”这一标准，兴建全

市非公企业职工活动中心832个，让每名

职工都能就近找到放飞身心、满足爱好

的活动去处。

持家：工作项目追求特色化

如何持家？平湖市总工会提出的目

标是特色化。全市非公企业工会结合自

身特点，在三大阵地建设的基础上，围绕

职工素质提升、民主管理、劳动争议调

解、劳动安全卫生、劳动竞赛、美丽厂区、

职工帮扶、网络工会、职工活动等领域广

泛实施各具特色的工作项目，让“×”充

分体现企业工会的能动性、创造力，使工

会工作更接地气、更具活力。

评家：会员评议渐趋常态化

近年来，平湖市总工会全面推行“会

员评家”工作，运用线上线下双平台，围

绕三大阵地建设、作用发挥、职工满意度

等每年开展一次以上测评，并将测评结

果向会员公开。统计显示，全市 2890 家

非公企业开展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

“会员评家”测评率超过90%，满意度达到

95%。平湖市总工会还探索非公企业工

会工作者资格认证和分级管理，评审内

容包括专业知识、工作能力、道德品质、

工作效率、协调能力、责任意识、服务意

识、工作创新等八大项。

（来源：浙江工人日报）

7月1日开始，韩国民众迎来了缩短

工作时长的第一周。根据韩国新修订的

《劳动基准法》，拥有300名以上员工的企

业必须执行“员工每周劳动时间不得超

过 52 小时”的新规定（此前为每周 68 小

时）——即每名员工在法定劳动时间 40

小时的基础上，每周加班的总时长不超

过12个小时（包括节假日）。对此，有人

欢喜有人愁。支持的人表示，这才是“要

工作也要生活”，但也有人担心之前不菲

的加班费会因此缩水。

SBS电视台报道称，“52小时工作制”

的实行让韩国上班族能够按时下班，由

此多出了至少1小时以上的晚间私人时

间，这让他们的业余生活变得更加丰

富。一名30多岁的上班族表示，他要用

这一小时去健身馆锻炼。一些上班族则

报名参加烹饪课。还有人下班后学习外

语，让自己不断“增值”。此外，不少商家

还针对“按时下班”的上班族推出了相应

的营销活动，比如非休息日看电影的上

班族，可享受打折优惠等。

JTBC 电视台援引一名上班族的话

称，现在是 wolibal 时代（work-lifebalance

的简称），缩短工作时间会提升生活质

量。期待“52小时工作制”不仅改变韩国

的职场文化，也让每个上班族真正享受

到“要工作也要生活”的职场体验。

但并不是所有上班族都喜欢“52 小

时工作制”。韩国财经周刊《Money S》

称，对于一些从事制造行业的上班族来

说，“52 小时工作制”并非是“好政策”。

一名制造企业的员工表示，之前他除了

基本工资外，还有不菲的加班收入。但

受到新政影响，日后他的每月工资至少

要减少 100 万韩元。一名家庭主妇也在

社交媒体上抱怨称：“现在老公是有时间

陪孩子玩了，但他的工资也变少了，这能

说是真正的幸福吗？”她的此番留言，获

众多主妇点赞。

据经合组织（OECD）资料显示，2016

年韩国每个劳动人员年平均劳动时间为

2069个小时，比OECD的平均时间超300

多个小时。 （来源：环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