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沁 ⽔ 县 ⼈ ⼒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局
沁  ⽔  县  总  ⼯  会

关于做好“⼈社+⼯会”劳动争议裁调对接⼯
作的具体办法（试⾏）



背     景

为深⼊贯彻落实党的⼆⼗⼤关于“完
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完善劳动
者权益保障制度”以及“畅通和规范群
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
道”的有关要求，整合⼈社和⼯会⼯
作优势，在全县构建“⼈社+⼯会”劳
动争议裁调对接⼯作机制，推动形成
资源共享、⼒量共⽤、良性互动的⼤
调解⼯作格局。



依    据

根据《晋城市中级⼈⺠法
院、晋城市⼈⼒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晋城市总⼯会
关于做好劳动争议调解、
仲裁和诉讼对接⼯作的具
体办法》，制定本办法。



⽬    的

第⼀条   县⼈⼒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县总⼯会应当协调
合作，本着精简、⾼效、便⺠
的精神，加快推进“⼈社+⼯
会”劳动争议裁调对接机制建
设，畅通线上线下对接渠道，
形成劳动争议多元化解⼯作
合⼒，推进劳动争议的实质
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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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条  调解劳动争议
坚持以下原则

 坚持依法调解。不违背法律、法规和
国家政策，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
公共利益和他⼈合法权益。

 坚持⾃愿调解。充分尊重当事⼈的意
愿，积极引导当事⼈优先选择调解⽅
式化解纠纷，促进双⽅当事⼈在平等
⾃愿的基础上达成调解协议。

 坚持便⺠⾼效。协调配合，有序衔接，
尽量简化争议化解的程序，降低⻔槛，
实现快速⾼效化解争议。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劳动争议包括以下范围

 因确认劳动关系发
⽣的争议；

 因订⽴、履⾏、变
更、解除和终⽌劳
动合同发⽣的争议；

 因除名、辞退和辞
职、离职发⽣的争
议；

 因⼯作时间、休息
休假、社会保险、
福利、培训以及劳
动保护发⽣的争议；

 因劳动报酬、⼯伤
医疗费、经济补偿
或者赔偿⾦等发⽣
的争议；

 法律、法规规定的
其他劳动争议。



队 伍 建 设

第四条   县、乡（镇）两级⼯会组织应当
加强调解员队伍建设，有条件的可成⽴调
解组织，指导调解员或调解组织对⼈⼒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委派和⼯会组织委派的
劳动争议案件，开展全流程调解、出具调
解书等裁调对接⼯作。调解员应经县⼈⼒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及县总⼯会联合聘任，
成⽴的调解组织应经必要备案。



劳动争议调解员应具备的素质

第五条    劳动争议调解员应当由公道正派、联系群众、
热⼼调解⼯作，具有⼀定的法律知识、政策⽔平和⽂化
⽔平的成年公⺠担任。根据本地劳动争议调解⼯作需要，
可从本地律师、法律⼯作者和司法、劳动监察仲裁、⼈
⺠法院等相关部⻔或其退休⼈员中择优选择。



第六条  ⼯会劳动争议
调解员和依法成⽴的
⼯会劳动争议调解组
织负责调解⼈⼒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委派
和⼯会组织委派的劳
动争议案件。



第七条  当事⼈提起仲裁的，⼈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可以向当
事⼈释明调解的优点，引导当事
⼈选择调解的⽅式化解纠纷。



第⼋条  申请劳
动争议调解，
应当符合下列
条件：

01

申请⼈与劳
动争议有直
接利害关系；

有明确的被
申请⼈；

02

有具体的劳
动争议调解
请求、事实
和理由；

03 04

当事⼈双⽅
同意调解；

属于劳动争
议调解的范
围。

05



第九条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向同级⼯会调
解员或调解组织委派调解案件，应征得当事⼈同
意，并向调解员或调解组织提供当事⼈信息，包
括当事⼈类型、当事⼈身份、当事⼈姓名、身份
证号码、联系⽅式、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
职业、纠纷简要情况、当事⼈诉求等，由调解员
开展在线调解⼯作。⼈⼒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或
⼯会组织应将调解员或调解组织联系⼈、地址及
联系⽅式等告知当事⼈。



第⼗条  当事⼈向调解员或调
解组织申请调解，调解员或调
解组织收到当事⼈提交的调解
申请后，应建⽴台账及时记录
申请⼈基本情况、申请调解的
争议事项、理由和时间，指派
调解员开展调解⼯作。



第⼗⼀条  调解成功的案件，
调解员或调解组织应当及
时制作书⾯调解协议书。
调解协议书由双⽅当事⼈
签名或者盖章，经调解员
签名或加盖调解组织印章
后⽣效。

劳动争议调解协议达成后，
双⽅当事⼈应当⾃觉履⾏
调解协议书的内容。



第⼗⼆条  调解员或调解组织⾃收到
调解申请之⽇或⼈⼒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会组织）委派调解之⽇起15
⽇内未达成调解协议的，当事⼈可以
依法申请仲裁，调解员应履⾏告知义
务。当事⼈双⽅同意延⻓的，不受此
限。



第⼗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的，视为调解不成功：
（⼀）在调解期限内未达成⼀致意⻅，且当事⼈不同意延⻓调解期
限的；
（⼆）申请⼈、被申请⼈不配合调解⼯作的；
（三）调解过程中⼀⽅申请⽴案的；
（四）调解过程中出现⽆法继续调解的其他情形。



第⼗四条  劳动争议调解不收取费⽤。
双⽅当事⼈对⾃⼰的主张负有举证
责任,因取证举证、参与调解等⽀出
的费⽤，各⾃负担；涉及鉴定等⽀出
数额较⼤的，当事⼈可以协商解决。



第⼗五条  为开展好此项⼯作，⼈⼒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组织应建⽴健全以下制度：    

专⼈对接制度。要明确责任部⻔和联系⼈，负责裁调对接⼯作的⽇常⼯作联系，做好调解组
织和调解员信息的⽇常维护、认证等⼯作，保证裁调衔接⼯作机制正常有效运⾏。

联席会议制度。要定期召开联席会议，互相通报⼯作情况，共同研究分析劳动争议案件处
理形势，把握法律适⽤，规范裁量标准。

联合培训制度。要通过举办劳动争议业务学习培训、庭审观摩等⽅式，规范劳动争议裁调
对接流程，增强调解员的素质和能⼒，提升诉调对接⼯作⽔平。



第⼗六条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会组织应当为调解组织开展
⼯作提供必要场所、设施、设备。



1. 第⼗七条  ⾮在职公职⼈员的专职调解员调解案件，有权获得报酬，兼职调解员加班调解案件，所在单位应当
根据公务员法的规定给予相应的补休，不能补休的按照劳动法律法规规定的加班⼯资标准给予补助。

2. ⼯会组织设⽴的调解组织的调解员的补助标准，参照《⼭⻄省⾼级⼈⺠法院⼭⻄省总⼯会关于加快推进劳动争
议在线诉调对接⼯作的实施意⻅》执⾏。

3. 劳动争议调解案件根据案件涉及⼈数分为个体劳动争议调解案件、集体劳动争议调解案件和跨县域个体劳动争
议或重特⼤劳动争议调解案件三类，具体如下：

① 个体劳动争议调解案件：办理本县域内个体劳动争议调解案件，每件补贴300元；

② 集体劳动争议调解案件(3⼈以上30⼈以下，有共同理由的)：集体劳动争议案件可根据处置要求进⾏分案，每件案件10⼈计
算为⼀件，每件补贴500元。

③ 跨县域个体劳动争议或重特⼤集体劳动争议调解案件(30⼈及以上，有共同理由的，每10⼈计算为⼀件)：每件补贴800元。

4. 由多名特邀调解员共同调解成功的，经协商⼀致分配补贴⾦额。已申请上述案件补贴的，不得再申请其他渠道
的调解补贴。

5. 调解不成的，如未开展实质性⼯作的，不予⽀付调解补贴；如已开展实质性⼯作的，可以按本办法规定的标准
减半⽀付调解补贴。



第⼗⼋条  县总⼯会要将调解经费列⼊年
度经费预算。



第⼗九条  本办法⾃公布之⽇起施⾏，
由沁⽔县⼈⼒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沁

⽔县总⼯会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