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十余载终止劳动关系
农民工也应获得经济补偿

日前 ，汉中市五金厂石万
清等 19名农民合 同 制工人通
过法律手段 ，终于讨到了本该
属于他们的终止劳动关系经济
补偿金 。

1988年原汉 中 地 区 五金
厂（现称汉中市五金厂）与原汉
中市 （现为汉台区 ）老君 乡 拐拐
村签订征用土地协议 ，约定招
收一部分村民为该厂农民合同
制工人 。石万清等 11人于 1989
年7月 招收进厂 ，李海峰等 8

人于 1991年 8月进厂上班。
因企业经营不景气 ，去年

4 月 厂里让这 19人下了岗 ，每
季度发给生活费 428.8元 ，直
至年底 。今年 4月 5日 ，厂方通
知，根据五金厂征用拐拐村土
地协议精神及企业全面停产的
现状 ，现已无法安置村上选派
的用工人员 。经五金厂与拐拐
村委会协商 ，达成补偿安置协
议，原村组选派的用工人员由
村组安置。鉴于达成补偿协议
的时间 ，五金厂决定 2000年 1
月、2月 发给每人每月 生活费

100元 ，从 3月 份起厂方不再
承担 19人的生活费用 。

这19人认 为 ，在企业干
了这 么 多 年 ，得不到社会保
障，就被推出 门外了之 ，根据
《陕西省劳动合 同管理暂行规
定》的精神 ，就是终止劳动合
同也应支付经济补偿金 ，厂方
的做 法 侵犯 了 自 己 的 合 法 权
益，他们遂向汉 中市劳动争议
仲裁委提起 申 诉 。

汉中市五金厂则认为 ，他
们与拐拐村签订征地合同 ，现
合同也未终止 ，石万清等 19人

并非劳动合同一方 当事人 ，不
发生对他们的经济补偿 ，即使
支付补偿金也只能付给拐拐村
委会 。

汉中市劳动争议仲裁委查
明，厂方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
合同 ，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19
名申 诉人 1999年 4月 份的 工
资均为 252元 。

仲裁委审理认为 ，根据 《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 《陕西
省劳动合同管理暂行规定》之
精神 ，凡属国有企业职工与国
家机关 、事业组织 、社会团体建

立劳动关系的职工以及全民所
有制企业招收的农民合同制工
人，劳动合同期满终止劳动合同
的；经劳动合同 当事人双方协商
一致 ，解除劳动合同的 ；劳动合
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
生重大变化 ，致使合同无法履
行，经当事人双方协商不能就变
更劳动合同达成协议 ，由用人单
位解除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应
根据劳动者的工作年限 ，每满 1
年发给相 当于本人 1个月 工资
的经济补偿金 ，最多不超过 12
个月 ；工作期限未满 1年 ，按 1

年的标准发给经济补偿金 。用
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
同但 已 形成事实劳动关 系 的 ，
双方发生劳动争议时 ，也应按
上述规定执行。

经调解不成 ，仲裁委依法作
出裁决 ：被诉人汉中市五金厂分
别向 申诉人石万清等 11人支付
经济补偿金 2772元 ，分别向 申
诉人 李 海峰 等 7人 支付 2268
元；申诉人与被诉人的事实劳动
关系从 2000年 3月 1日 终止。

■本报记者　焦 晓 宁
实习 记者　邰 荣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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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 华 社　下 岗 后
组建非正规劳动组 织 的

业主赵某 ，辛苦经营一年 多 ，日 前却因擅 自
使用 外来劳动力而被撤销了 经营 资格。对再
次失去就业岗位 ，赵某表示 “追悔莫及”。

政府部门 采取鼓励政策 ，帮助有志于独
立开业者走上 自 主创业之路 ，是上海推进再
就业 工 程 的 一 项 重 要 措施 ，自 1997年 以
来，上海非正规劳动组织呈现出蓬勃发展势
头。至今年 8月 底 ，全市已发展非正规劳动
组织 8835家 ，吸纳从业人 员 10.3万 多人 。
但一些非正规劳动组织在经营过程中 ，为节
省用 工成本 ，常有擅 自 使用外地劳动力 的违
规行为 ，影响了再就业工程和劳动力市场的
规范有序发展 。

上海市再就业办公室负责人指出 ，根据
上海市 《关于鼓励下岗人 员从事非正规就业
的若干试行意见》，非正规劳动组织是组织
企业下岗失业人 员开展非正规就业活动 ，帮
助其获得一定收入和基本社会保障的非营利
性社会劳动组织 ，要接受安置下岗失业人 员
的任务 。如需聘用其他方面人 员作为管理和
技术 骨 干 ，比例 不得超过从业 人 员 总数 的
30%。非正规劳动组织的各项优惠政策 ，也
是基于其吸收大量下岗失业人 员 、对再就业
作出较大贡献而设置 。

有关部门为此重 申 ：严禁非正规劳动组
织擅 自 使用外来劳动力 。对违反此规定的 ，
管理部门将毫不手软地撤消其认定证书 ，取
消其享受优惠政策的资格。目 前 ，上海 已有
十多家非正规劳动组织因此而关门歇业 。

鞍山市总创新厂务公开制度
据新 华社 辽宁省鞍山市总

工会在全市国有企业中开展 “模
拟上市公司模式、创新厂务公开
制度”活动 ，采取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和定期报告的公开形式与监督
模式 ，探索厂务公开的新内容 、新
形式和新方法 ，促进厂务公开的
规范化 、制度化和科学化 。

为了 推动厂 务 公开从职工
权益领域和廉政建设领域 向 生
产经营管理与决策领域延伸 ，鞍
山市总 工 会 借鉴上市公司 信息

披露 中关于 内容的界定 ，把
上市公司 的招股说明书与上
市公告书 、定期报告 、临时报
告等相关文件中规定的有关
内容纳入厂务公开 中 ，从而
使厂 务公开基本覆盖了 企业
生产经营管理领域的各个重
大方面 。为了 防止公开内容
的疏漏 ，他们还编制了厂务
公开定期报告 的 内 容格式 ，
较为详细地列出 了需要公开
的具体项 目 ，需要提供的财

务报表 ，需要作出 的各项说明 。
在形式上实行信息披露和定期

报告制度。信息披露 ，即对企业生产
经营决策和管理及其他方面的重要
情况 ，定期或不定期地以适 当载体统
一或分层次向全体职工公开 ；临时报
告，即在职代会闭会期间 ，对企业的
重大事项，以临时报告的形式 ，提交
职工民主议事会或职工代表团长联
席会议讨论 、通过或决定。信息披露
每月 至少进行一次 ，临时报告在职代
会期间定期或不定期进行 ，中期报告
在每个年度的前 6个月 结束后 30日
内编制完成 ，年度报告在每个年度结
束后 60日 内编制完成。鞍山市总工
会还在企业中建立由党委 、工会 、纪
委负责人和职工代表组成的监督会 ，
监督厂务公开的全过程 。

10月18日，奥运冠军田亮和教练张挺前来西工 大
与大 学 生 见 面 座 谈 ，并 回 答 了 大 学 生 的 问 题 。同 时 为 大
学生 们 签 名 ，勉 励 他 们 发 扬 拚 搏 精神 ，为 祖 国 多 做 贡
献。　郭友军　摄 山旮沓里创新业近日 ，在山阳县中村镇的一

次教育讨论会上，有一 位戴着眼
镜、50出头的下岗工人。他叫夏
克学，介绍了克服下岗艰难，回家
创新业的事，赢得了群众称赞。

夏克学是 1970年 被招收
为供销社工人，先后在山阳漫川
的马家店 、同安 、碥头供销社当
营业 员 。随着改革开的市场竞
争，供销社系统越来越不景气，
一年忙 到 头连 工 资 也 挣 不到
手。1991年，夏克学要求保职停

薪，回家养荷兰鼠，因上当受骗，
不仅未赚钱，还赔了几千元 。
1996年，夏克学响应国家号召 ，
申请办了正式下岗手续，他感到
家居山旮旯，经济难发展，决定
外出打工，听说那里能挣钱，就
到哪里去，先后到 白 水县修水

坝、铜川煤窑当会计 、灵宝县开
金矿 、小河开铜矿，吃尽了苦头，
受尽了折磨，都没挣到钱，在两
处开矿中还赔了钱。

夏克学回到家里，一方面
反思走过的艰难路程，一方面学
习党在农村政策，决心立足山
沟，大干一场，依山致富。他凭着
会经销的一技之长，先在家里办

起了小百货经销门市部，把薄利
多销每年挣的钱，投入山地开
发，发展板栗生产。请工开垦，栽
植板栗苗 、嫁接原有的毛栗苗，
大干 5年，发展板栗 20多亩 、
1000多株，使荒山披上了绿装，
已有 650来株开始挂果，见到
了实惠 。

夏克学说：“下岗不可怕，

怕的是视野不开阔，不找项 目
干。”确实是这样，夏克学发扬艰
苦奋斗精神，实干苦干，现在他
办的经销门市部，一年收入不少
于在岗时的工资，特别是退耕还
林、开挖荒山 ，发展板栗，栽下了
富根。再过几年，夏克学仅板栗
一项，就可收入两 、三万元 。

■牛 吉 富　汪远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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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到 一 家较大 的 企
业联 系 工作 ，见一 间 办公室
门上挂着几块 “办公室 ”的
牌子 ，什 么 “党务办”、“行政
办”、“廉政办”等等 ，甚觉 不
必要。经人介绍 ，方知 实 乃
少见 多 怪 ，许 多 企业一个办
公室 门 前挂 多 块牌子 实 不
鲜见 。

设立办公室 ，有些 的 确
必不 可 少 。但是 ，事无 巨 细 ，
不管 新设的 办公 室 与 原 先
的工作是否重迭 ，是否可以
兼办 ，统统再新挂一块牌子
的做法 实 不足取。一是导致
企业机构重 叠 ，二是增加行
政人 员 ，三是影 响 办 事 效
率。

本来 ，企业是以 生产 为
第一 目 标 的 ，有些机构本不
需设 “办”，由相 关 的机构或
专人办理就可 以 了 。但是 ，一些
企业设立委 、办之类 的机构 为何
有增无减呢？原 因 大致有三 ：其
一应付检查 。有些上级机关布置

工作 时 ，要求“上下对 口”，
要求 下 面 企 业 也要设 立
相应 机构 ，抽调 专 人 办
公。一些 下级单位 ，为 了
显示 “不折不扣 ”地落 实上
级指示 ，便照文行事 ，挂一
个牌子 ，算成立 了 一个“办
公室 ”了 事 ，其二 ，怕 负 责
任。一些棘手 、难办的 工
作，如“帮教法轮功练功者
办公室 ”之类 的 事情 ，怎 么
开展工作 ，都 由 集体研究
决定 ，帮教的好与 不好 ，自
然就 由 “集体 负 责”，办公
室能 负 多 大责任 ；其三 ，作
风不 实 。有的 企业 习 惯于
摆花架子 ，凡事都成立一
个“办公室 ”之类 的机构 ，
向上汇报有词 ，总结 工作
有事 ，安置 亲信有位 ，何乐
而不 为 。

上述 问 题 ，归根结底
还是官僚主义 ，形 式主义
作祟 。因 此 ，要从根本上

改变虚设机构 的状况 ，减 少 企业
脱产人员 的数量 ，以 充 实 的 工作
态度 ，促进企业 的 两 个 文 明 建
设。　■王英成

省兵工系统工会女职委建立业余“小律师”队 伍

为一线女职工撑起一片晴天

本报讯 省兵器 系统企业
工会女职委 通 过建 立健全一
支业 余小律师 队伍 ，为 维护
女职 工 合 法权 益 发挥 了 良 好
作用 。

据兵 器 工 会 女 职 委 的 专
题调查显示 ，自 从 1996年成
立女职工 合 法 权 益 维 护 法律
顾问 小 组 以 来 ，企 业女职委
接到关于女职工 劳 动争 议 、
家庭 矛盾 等 方面 的 问 题 申 诉
和反映共计 1038件 次 ，涉及
女职工 1200多 人 次 。对女职

工的 申 诉和 反 映 ，企 业 工 会
女职委 依据有 关 法 规 ，积极
发挥 “小律师 ”队 伍作 用 ，
进行 了 大 量 的 法 律 咨 询 、说
服调 解 工 作 ，纠 正 了 许 多 侵
权问 题 ，较好 地维 护 了 女职
工的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 。

近年 来 ，随 着 企 业 内 部
改革 深 化 ，经 营 机 制 的 转
换，涉 及 女 职 工 用 工 、劳
保、分 配 等 问 题 日 益增 多 ，
维权 难 度 也随之 加大 。针对
这种 情况 ，她 们 从 整顿 队 伍
入手 ，对 企 业 工 会 原 法 律顾
问小 组 进 员 进 行 调 整 和 补

充，健全 组 织机构 ，有 的 还
在二级 单 位设 立 法 律顾 问 小
组和 维 权 信息 员 ，初步 形成
上下 结 合 的 业余小律师队伍
网络 ；并将这 一作 法 推 广 到
所属 研 究所 ，使全 系 统 基层
工会 法律顾问 小 组数 由 9个

增至 21个 ，成 员 由 40人扩
大至 96人 。目 前还正在建立

“ 维 权 个 案随 出 现随 受 理随
上报 制度 ”和 “维 护 女职工
合法 权 益 个案情况报 表 ”制
度，争取 防 微杜渐 ，将 侵权
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

■ 于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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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同 志：
目前 ，笔者在企业

调查发现 ：企业职工文
化事业 存 在 “五 多 五
少”现象 ，严重制约企
业职工 文 化事 业 的 发
展，影响企业精神文明
建设 ，以及职工思想道
德素质的提高。

一是 企 业 职 工 俱
乐部挪作它用 的 多 ，坚
持常搞活动的少 ，二是
文体骨干老的 多 ，新的
年轻骨 干 少 ，三 是 设
施、器 材 老 化 破 旧 的
多，坚 持 不断 投入的
少，四是持无所谓态度
的领导多 ，积极支持文
化事业的领导少 ，五是
职工 业 余 时 间 无 所事
事的 多 ，参加文体 、读

书活动的少 。针对
以上 “五 多五少 ”现
象，笔者建议 ：

各级 工会要对
原有 的 场 地 、设
施、器 材 加 强 管
理，组织职工经常
性开展 活动。上级
工会要把职工文化
阵地建设列入 总体
工作进行考核 ；各
级党政要把发展 企
业职工文化事业纳
入议事 日 程 ，并在
人力 、物力和 资金
上做到长远规划 ，
分期投 入 ；要逐步
将企业职工文化事
业纳 入 法 制 化 轨
道，促进企业职工
文化事业的健康发
展。

■ 洋县　韩 宪 斌

销售状元

王宝林

近年来在纺织销售不畅 、
特别 是 产业 用 布销 售 艰难的
情况下 ，陕棉九厂棉纺销售公
司的 王 宝林凭 着 一 股 实 干 精
神，千方百计利用一切销 售策
略，走访用户 ，给用 户做工作 ，
终于闯 出一条销售之路 。近两
年来 ，他个人每年实现销售收
入都超过上千万元 ，被厂评为
销售状元 。

一次 ，厂库房积压帆布 70
余万米 ，他听说河北有家印染
厂需要帆布 ，就千里迢迢上门
进行业 务洽谈 。这家企业一直
使用 的都是别 的厂家的布 ，而
且质量 、信誉都比较好 ，对陕
棉九厂 的 帆布从没有使用 过 ，
各项物理指标是否 合乎要求 ，
质量是否稳定 ，客户心里没有
底，不敢贸然答应 。初次洽谈 ，

就碰 了 硬钉子 。但是他不 气
馁，不灰心 ，背着样品布一次
次到印染厂 ，从上到下 ，从业
务员 到 总 工 ，一个 个 去做工
作，耐心细致的解答客户提出
的每一个问题 。功夫不负有心
人，这家印染厂终于初步同意
试用 ，经过试染感到满意 ，不
但要 求 使 用 而且逐渐扩大 了
产品用 量 。那一年仅给这家印
染厂 一 下 子 销 售 帆 布 105万
米，价值 1000余万元 。

王宝林是一名善打硬仗 、

吃苦耐劳的 同志 。有一次他牙
痛脸 肿 得像 嘴 里 塞 了 半个馒
头，而且伴随着高烧 ，医生一
再要求他住院治疗 ，但他为了
工作 ，硬不肯住院 ，只是打了
几天 吊 针 后 就又 踏 上 了 销 售
之路 。今年年初厂里给他分了
新房 ，人们都忙着 乔迁新居 ，
搞装 修 ，正好这时客户打电话
让他去 ，别人劝他等搬完新家
再走 ，但他为了企业 ，毅然又
踏上了征程 。

王宝林常年奔波在外 ，一
心扑在销 售 上 ，一 步 一 个脚
印，为企业奉献着 ，多年来 ，他
天南海北 ，一次次完成了厂里
下达的销售任务 ，仅河北一个
省，只要有使用纺织品的企业
单位 ，都留有他的足迹。他先
后多次被评为厂级 先进 ，受到
了厂职工的称赞 。

■ 刘 新　石 新 萍

劳动 合 同

与集体合 同 有何 关 系 ？

百事通先生 ：
我于 1995年 6月 与 企 业

签订 了 劳动 合 同 ，由 原 来 的 固
定工 转 为 合 同 制 工人，最近企

业又要签订 集 体合 同 ，
请问 签 订 了 劳 动 合 同
是否 不 要 签 订 集 体 合
同？　汉 中　张宏伟
张宏伟先生 ：

现就你提 出 的 问 题 回 答
如下：你个人与企业签订的劳
动合 同 和 工 会 与 企 业 签订 的
集体合同并不矛盾 。劳动合同
是劳动者个 人 和 用 人 单 位 为
确立 劳 动 关 系 而 单 独 签 订
的。它 调整 的 是 个 人 劳 动关
系。而集体合同是由 工会代表
职工与企业签订的 ，对企业和

企业全体职工具有约束 力 。劳
动合同 中 的劳动标准条件，如
工资标准 、工作时间 、休假制
度、社会保险等一般都由 国家
法律 、法规或劳动政策直接规
定。这种规定 由 于涉及面广 ，

适用对象的情况不同，有的只
能是 粗 线 条 的 、原 则性的 东
西。它 只能对劳动者进行最低
水平标准的保护，而对劳动者
可能 享 有较 高标准 的 劳动条
件，并未作出 限制性规定 。通
过签订集体合同，劳动者和企

业双方可根据具体情况，在力
所能 及 的 情况下就劳动者 权
益的 保 护和 劳动关 系 的 调节
作出 高于法律的规定。《劳动
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职工个
人与 企 业 签订的 劳动 合 同 中
劳动条件和劳动报酬 、工资标
准不得低于集体合 同规定。”
另外，签订集体合同可以发挥

集体的 力量，最大限制地提高
劳动者的总体利益水平，确保
劳动 者 权 利和 义 务 的 平 等 实
现。因此，你个人虽与企业签
订了劳动合同，但工会代表职
工还 要 与 企 业经过平 等 协 商
签订集体合同 。　■百事通

秋阳 下 。

那一盆
灼灼盛开的鲜花

静静地流淌着窟野河和乌
兰木伦河的神木县是地处陕西
省境最北端的县份。在这片既
临着鄂尔 多斯草原也裹着毛乌
素沙漠的土地上 ，身为县总工
会主席的李志芳 ，以用心做好

“ 第一责任人”的使命感 ，几乎
走遍了这里的荒漠与草原 。

李志芳主持全县工会工作
这三年 多时间里 ，正是神木县
经济结构调整和劳动关系发生
深刻变化的三年 。全县 90%以
上的国有企业改制 ，一些规模
小、效益差的企业破产 、停产 ，
大批职工被迫下岗 。面对职工
的疾苦与呼告 ，李志芳 多方奔
走，先后争取财政拨款 4万元 ，
发动社会捐助 2.4万元 ，另外
工会又 自 筹 10.2万元 ，建起了
拥有 16.6万元的 “送温暖基
金”。在她的主持下 ，县总工会
制订了 “小额借款实施方案”，
为下岗职工 、困难职工从事生
产经 营 活 动 提 供 500元 至
2000元的小额借款。同时还对
因病 、因伤丧失劳动能力的下
岗特困职工每月 发放定额生活

补助 。在推进下岗职工再就
业方面 ，李志芳注意宣传引
导，把工作着力点放在转变

择业观念和提供就业服务上 。
县总工会与县有线 电视台联合
开办的 “当 代职工风采录”栏
目，先后推出了一系列下岗职
工再就业典型 ，在全县产生了
良好的轰动效应 。

维持职工合法权益 ，是工
会工作者的神圣职责。李志芳
铭记着这一点 ，也实践着这一
点。她一方面继续巩固 国有 、集

体企业集体合同制的成果 ，在
提高合 同履行质量上下功夫 ，
一方面进行了大胆而有益的尝
试与探索 ，致力于新建企业和
私营企业集体合同制的试点和
推广工作 。西沟 乡 煤矿 、大柳塔
石圪台煤矿 、店塔砖厂 ，处处留
下了她的身影 。她深入企业 、基
层，作调研 、搞试点 、召开现场
会，然后用摸索出来的成功经
验带动全县工作 。漫漫黄沙 ，仆
仆风尘 ，她用生命的执着贯穿

起永恒的信念 。在李志芳的带
领下，1997年以来 ，神木县总
工会先后被省总工会评为 “工
会工作先进县”、“互助补充保
险先进集体”和 “再就业工作先
进集体”，连续三年被榆林地区
工会评 为 “工 会 工 作 先进 集
体”。

去年秋季的一天 ，李志芳
一进办公室 ，就发现写字桌上
摆放着一盆灼灼盛开的鲜花 。
原来 ，夏天时特困职工折建国
的女儿折小燕中专毕业后工作

分配遇到了 困难 ，李志芳便多
次找人劳局长和县政府主管领
导，请求协调解决 。县政府有关
领导研究后 ，破例把折小燕分
配到县园林所工作 。深为感动
的折建国父女无以为谢 ，就特
地给他们的工会主席送上一盆
鲜花表达心意 。在北国格外晴
朗与纯净的秋阳下 ，那盆叶叶
瓣瓣舒展的鲜花 ，也绽放着一
份来 自 心灵深处的敬爱 。

■ 本报记者　辛 国 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