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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服务职工群众“最后一公里”
——两江新区全面加强工会基层组织建设纪实

工会基层组织是工会一切工作的基础，是工会
战斗力的源泉。如何发挥工会基层组织的作用？如
何更好地稳定职工队伍、凝聚人心，为经济高质量发
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当好助推器、减压阀？

两江新区总工会坚持不懈地狠抓基层工会组
织建设，以“强基层、补短板、增活力”为主线，以
深化基层工会改革为主题，以扩大工会组织和工
会工作的覆盖面为突破口，不断增强基层工会组
织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让一个个基层工会
组织“建起来、转起来、活起来”，让职工切实感受
到“职工之家”就在身边。

整体推进 建会入会不断取得新突破

哪里有职工，工会组织就应组建到哪里。
两江新区总工会坚持把工会组建和会员发展作

为固本强基工程来抓，把推动基层工会组织建设作
为维护党与群众血肉联系、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和执
政基础的大事来抓，切实加大组建工会和发展会员
的力度，最大限度地把广大职工组织到工会中来，竭
力壮大工会组织力量。

去年，两江新区党工委牵头召开专题工作推进
会，获得社保、建设、司法局等部门支持，通过街道、
园区（行业）工会抓普遍，总工会成立建会工作组集
中攻坚，统筹推进工会组建与规范化建设，建会入会
工作不断取得新突破。

全力抓好重点难点企业建会，结合2019年重点
推进百人及规模以上企业、“两代表一委员”单位组
建工会，加强50人以上非公企业建会力度，积极探
索先入会后组建工会模式。认真组织实施农民工源
头入会工作，以项目工地为基本单元，创新农民工入
会方式，组织好货车司机等灵活就业群体入会，做好
维权宣传和服务。2019年两江新区新建工会72家、
新增会员13543名、覆盖职工13783名，基本实现百
人以上企业建会全覆盖。

同时，扎实推进工会组织和会员实名制工作，结
合工会实名制系统，认真做好工会组织覆盖情况的
调查摸底，督促各一级工会按照国有企业、机关事业
单位、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分类名录，进一步核查
摸清工会组织覆盖情况，完成 556 个基层工会、
74619名会员、95357名职工信息入库；积极落实非
公企业工会主席工作补贴制度，全年为46位200人
以上企业工会主席发放工作补贴14.46万元，激发和
调动非公工会主席尽职履责的积极性。

今年以来，两江新区总工会认真梳理100人以
上、规模以上企业未建会名单，确定各一级工会建会

任务；积极部署安排2020年货车司机、快递员等灵
活就业群体企业建会和职工入会工作等。上半年，
全区新建工会组织18家、新增会员861名、覆盖职工
1210名，接收2家基层工会组织关系转入。

问题导向 自我革新推动建会入会

“工会组建是工会最基础的工作，但影响和制约
工会组建的因素依然存在。”两江新区总工会相关负
责人坦言，社会面重视程度不够、《工会法》意识淡
薄、职工的归属感不强等问题，都是影响和制约工会
组建的因素。通过认真查摆问题，两江新区总工会
主动正视影响和制约工会工作的因素，坚持以问题
为导向，积极进行自我革新，切实做到“补短板”，着
力推动工会基层组织建设工作。

——理清工会工作边界。两江新区总工会与市
总工会、“三北”总工会沟通协调，理清工作职责，并
进一步规范两江新区工会工作机制，形成一级抓一
级、一级带一级、一级促一级的工会工作格局。

——坚持党建带工建。健全党建带工建考核机
制，把工会建会入会工作纳入党建重点考核目标，融
入党政工作全局；争取相关部门支持，推动建立有政
治安排的企业未组建工会取消其推荐评优资格；建
立和完善群团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同级党组织定期
听取工会汇报工作，研究解决工会工作中存在的困
难和问题；加强部门联动，与社保、税务、市场监管等
部门协同，共享数据信息。

——依法推进非公建会。在两江新区建立和
推行“一函两书”制度（《工会组建意见函》《工会
组建法律监督检查意见书》《工会组建法律监督建
议书》）；推动建立企业经营者有政治安排的企业
未组建工会实行一票否决制度；积极探索设立建
会补助专项资金、实行200人以下工会主席工作
补贴和送印章、送牌匾等方式激励非公组织建会，
解决与未建工会的实体经济企业免收2019—2021
年工会筹备金的矛盾。

据了解，两江新区总工会还出台《关于进一步规
范两江新区行政事业单位聘用人员入会相关工作的
通知》文件，吸纳广大聘用人员加入工会组织，增强
他们对新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固本强基 创建职工之家增添活力

两江新区总工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建立健全
工作机制，切实发挥集体领导和议事决策作用，进一
步突出主责主业，强化根本职能，并积极推动各一级

工会建立党群联席工作及干部联系制度。今年，两
江新区总工会通过召开一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
选优配齐专兼挂副主席。

基层工会干部的工作能力，直接关系到工会组
织在职工群众心目中的形象，直接影响到工会组织
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基于此，两江新区总工会积极
制定《重庆两江新区工会社会化工作者实施办法（试
行）》，第一批招募21名工会社会化工作者，优化工
会干部队伍结构，充实基层力量。

“我们通过岗前培训、专题培训、实地参观等多
种形式提升社会化工作者专业素养和职业技能，提
高工会组织服务能力。通过建立管理办法和考核机
制，规范推动两江新区工会社会化工作者队伍建
设。”两江新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工会组织建设就好比栽花种树，三分建、七
分管。只有一手抓组建，一手抓规范，才能巩固
建会成果，提高建会质量。为此，两江新区总工
会切实以创建职工之家为抓手，积极推动基层工
会规范运作。

围绕推进职工之家创建达标工作，两江新区总
工会认真明确建家内容，制定建家标准以及验收细
则。积极制定下发《关于加强和创新职工之家建设
工作的通知》，提出组织健全、维权到位、工作活跃、
作用明显、职工信赖的“五家”创建标准；结合两江新
区实际，明确活动的频次、上墙制度的标准等，按照
重庆市职工之家创建标准，督促街道、园区（行业）工
会指导基层工会打造合格、先进、模范职工之家；对
标创建、层层推荐、逐级把关、严格评审，到现场听
（工作汇报）、查（创建资料）、看（实体化阵地）、访（征
求各方意见）、评（对照考核标准评比），到现场检查
验收。

同时，积极推荐先进典型，以评选表彰市级模
范职工之家、全国模范职工之家等为契机，及时向
市总工会推荐两江新区模范基层工会组织和先进
工会工作者，扩大职工之家影响力。截至目前，两
江新区创建全国模范职工之家8个，全国模范职
工小家 4 个，市级模范职工之家 43 个，市级模范
职工小家37个。

在两江新区，组建工会、发展会员、筑牢基层
基础，这些努力都朝向同一个目标——解决好联
系服务职工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把工作做到
所有职工群众中去，把更多职工群众吸引到工会
组织中来、吸引到工会活动中来，让职工群众真正
感受到工会是“职工之家”，工会干部是最可信赖
的“娘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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