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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还是蛮忙的，今年受疫
情影响，调处的劳动争议案比往
年略有上升。”老李是四川人，
2002年他来到奉化西坞街道的
一家铸造企业，负责办公室和企
业工会工作。从调解他自己所在
企业的劳动纠纷开始，逐渐覆盖
到西坞街道的大部分企业，随着
一件件劳动关系纠纷的成功调
解，一场场工伤事故的妥善解决，
逐渐“堆积”出了老李口口相传的
好名声。18年来，他成功调解的
劳动纠纷总数已超千件。

每天清晨4点，李国友就骑

着自行车上班了。他告诉记者，
之所以这么早上班，是为了早点
下班赶到“老李调处工作室”。“工
友们上班时间没空，我错一下位，
早一些开门，他们就方便多了。”
有时晚上下了班，老李还要去跟
职工们喝酒、谈心。“反正只要他
们需要，我都尽量奉陪。”

在调处室的墙上，挂着“热心
接待、细心倾听、耐心调解、关心
回访”16个字，这是他将多年的
调处经验总结后形成的工作方
法，正是这“四颗心”，让他赢得了
工友们的信任。

本报讯（记者 陶倪 通讯员 钟
法）疫情期间，健康码成为市民们
进出各类公共场所的凭证，“绿码畅
行、红码免进”的概念由此深入人
心。而这样的形式被宁波中院借鉴
到了在司法诚信建设工作当中。作
为全省唯一试点，宁波中院参考人
民银行征信体系和支付宝芝麻信用
做法，开发了诚信诉讼码。目前，1.0
版已于8月18日在宁波两级法院正
式上线，相关做法属全国首创。昨
日，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了诚信诉
讼码的相关情况。

诚信诉讼码相当于当事人的诉
讼诚信身份证，采用当事人“一人一
码”，通过扫“码”呈现红、黄、绿、蓝、
金“五色”的直观形式，对当事人在
以往诉讼中的行为进行分类评估、
量化评价、精准管理，是一整套全新

的诉讼诚信系统，承载了评价、服
务、惩戒三项职能。

诚信诉讼码五色赋分规则为：
诉讼当事人（含企业）初始分均为
100分，根据其三年内诉讼相关行为
分别赋分，多种行为累计加减分，得
出最终信用得分，根据分值从低到
高依次为红码、黄码、绿码、蓝码、金
码。其中，红码、黄码属于负面码，
绿码属于中性码，蓝码、金码属于正
面码。

而诉讼当事人（含企业）一旦被
列入红码后，会在宁波中院微信公
众号、“信用宁波”网站等向社会公
布，公示期限为5年，并记入相关当
事人信用档案；不再给予诉讼费减
免、缓交，对其申请的司法确认案件
进行实质性审查，加重其举证责任，
提高举证标准等。

“工会+人社+法院”将调裁诉对接

宁波“全链式”化解劳动纠纷
“老李，你在工作室吗？我们工厂停掉了一条生产线，现在老板说不发工

资了，这可怎么办？”最近两个月，李国友时常能接到这样的电话。作为奉化
区西坞街道总工会老李调处工作室的负责人，老李的手机号很多工友都知
道。遇到劳动争议了，工友们首先想到打给他。

20日下午，全市劳动争议调裁诉联动化解现场推进会在奉化举行。老
李被前来学习取经的代表们包围着，听他讲述那些调处劳动争议的故事。事
实上，在奉化这片“试验田”上，宁波还尝试了不少针对劳动争议的多元化解
措施，从今年2月被列为全国三个试点城市之一至今，已基本实现了资源整
合、信息共享、程序衔接、制度融合的试点目标。

宁波中院推出“诚信诉讼码”
这在全国尚属首创

今年 2月，最高人民法院、
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印发《关于
在部分地区开展劳动争议多元
化解试点工作的意见》，决定在
全国11地开展劳动争议多元化
解试点工作，宁波被列为全国三
个试点城市之一。

记者从市总工会了解到，自
被确定为试点地区以来，宁波积
极探索劳动争议调裁诉对接试
点工作，有效构建法院、人社、工
会三方调裁诉对接格局，打造

“全链式”劳动关系矛盾化解机
制，基本实现了资源整合、信息
共享、程序衔接、制度融合的试
点目标。

目前，全市10个区县（市）
均联合下发对接实施方案，市本
级和10个区县市均在仲裁院设
立了调处对接工作室。两级法
院、仲裁委在裁诉前、裁诉中，以
委派调解、委托调解和协助调解
等三种方式，采取依托线下对接
工作室及线上浙江劳动人事争
议调解仲裁网络平台、在线矛盾
纠纷多元化解平台（ODR 平
台）、浙江移动微法院等平台，将

各级仲裁院、法院处理的适合工
会调解的劳动争议案件，直接移
交工会先行调解，实现高效“案
结事了”。

去年 11月以来，全市共移
交328件劳动争议案件，成功调
解266件，调解结案率为81%，
在柔性化解劳动争议的同时，也
减轻了仲裁院、法院办案压力。

劳动争议调处，一直是工会
工作的重点。截至2019年底，
宁波市已建工会的规模企业共
有9302家依法建立了企业劳动
争议调解委员会，建立市级调处
工作室20家，县级调处工作室
31家。根据推进工会劳动争议
调处工作室建设“2050”三年计
划要求，宁波将继续在村（社区）、
乡镇（街道）、产业集群发展规模
较大、行业特色明显、小微企业密
集的区域建立工会劳动争议调处
室，按照上下联动、分级负责的原
则，力争在2021年底建成20家
市级和50家区县（市）级调处工
作室，并向“小三级”工会延伸。

记者 滕华
通讯员 郁诗怡 陈标

除了老李，还有老何、老庄。
在奉化，像老李这样以领衔者姓
氏命名的工会劳动关系调处工作
室，还有不少。每个工作室分别
有3至7名热心工会工作，擅长
劳动关系协调的人员组成。并根
椐每个工作室的服务特点，将人
员组成、服务内容、工作流程、法
律援助受理范围等在本区域内公
开，为职工群众寻求劳动争议调
处提供帮助。

今年，奉化一家公司因企业

关停发生工资拖欠，莼湖街道“老
庄工作室”通过对企业方的法律
宣传和解答，同时做好职工思想
引导工作，最终为67名职工讨回
拖欠工资73万元。

“老何说和工作室”成立于
2019年，位于溪口畸山工业集聚
区，在“全国人民调解工作先进个
人”何华海的领街下，今年区域劳
资纠纷和投诉案件的数量与去年
同期相比下降20%以上，工作室
作用发挥显著。

18年来，成功调解劳动纠纷超千件

老何“驻场”，劳资案下降超20%

“工会+人社+法院”，力推“全链式”解法 本报讯（记者 马涛 通讯员 毛
安娜）为有效预防和减少高层建筑
火灾事故发生，深入开展高层建筑
和城市综合体消防安全综合治理，
昨日，记者从宁波市消防救援支队
获悉，结合当前全市实际情况，该支
队积极破解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监管
难题，强势推进高层住宅消防安全
整治工作，全面筑牢高层建筑消防
安全屏障。

该支队全面分析近年来全市高
层建筑火灾数据，划定重点区域，明
确整治重点及措施，广泛动员各级
各部门力量，联合开展高层建筑综
合治理工作。

为切实做好高层建筑隐患排查
工作，该支队以辖区为单元划分任
务，发动各级网格力量，逐街道、逐建
筑开展排查治理，确保排查整治清理
不留死角。全面推进落实消防安全
责任，进一步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加
大对高层建筑的消防监督检查频次，
对发现的消防安全隐患和违法行为
从严整治，全面形成对火灾隐患和消
防违法行为重拳打击的高压态势。

此外，该支队针对高层建筑编
制发放涵盖消防设施操作、火灾逃
生技能、消防安全管理等内容的消
防安全手册，组织高层建筑物业服
务企业责任人、楼长等开展培训；借
助新媒体向社会发布高层建筑火灾
风险提示，并建立实时在线互动微
信交流群，解答各类消防安全问题，
切实加强消防宣传传播力度。

宁波消防全面推进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整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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