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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企联

工作动态

切实维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

被辽宁省企业联合会、 企业家协会列为

最重要的日常工作之一。

维护权益“寻长效”

“替企业维权，一不靠‘拼’，二不靠

‘争’， 而是将维权工作纳入法制化轨

道。 ”辽宁企联一位负责人介绍，省企联

除先后参与《辽宁省职工权益保护条

例》、《辽宁省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条例》修

改制定工作外，起草并建议出台《辽宁省

企业权益保护条例》， 但经多年努力，迟

迟未能纳入立法项目。 2013 年，省企联

抓住了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契机，建

议省中小企业主管部门以《辽宁省中小

微企业权益保护条例》形式争取立法。经

努力，实现了当年立项、调研、论证并通

过的先例。

《条例》共 28条，包括中小微企业及

其权益的规范、政府及部门职责、保护权

益的主要措施、 罚责规定等相关内容。

《条例》于 2014年 3月 1日正式实施，引

起社会各界高度重视， 为促进中小微企

业发展营造了良好法制环境。

为更好地维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

益， 2001年以来，辽宁省企业联合会、企

业家协会设立了辽宁省维护企业和企业

家合法权益工作委员会（简称维权工

委），由省老领导陈素芝担任主任，省企

业联合会副会长马琳担任副主任。 成员

有省人大、政协、公安厅、司法厅、人社

厅、 高检、 高法和政府有关部门主管领

导；著名律师、法律专家；省主流新闻媒

体负责人；不同所有制企业法人

代表等 20余人。

维权工委下设全省 17 家

特约律师事务所， 先后协调处

理了当地政府强迁民营企业、

本省与外省企业经济纠纷申

诉、 企业因水淹造成多年停产

维权、企业产权纠纷、企业房产纠纷、企

业涉外维权等 30 余起典型疑难案件。

其中重大侵权案件 18 起，涉案金额 2.8

亿余元。

整合资源“广施援”

为了做好企业维权工作， 辽宁企联

除了解决“有法可依”问题，还通过多种

途径，引导企业善于借用法律资源，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

不久前，辽宁省企业联合会、辽宁省

中小企业联合会会同政府有关部门共同

举办了第九届 7·28 企业维权法律咨询

日活动。本次活动以宣传贯彻《辽宁省中

小微企业权益保护条例》内容为主题，辽

宁省设立主会场，沈阳、本溪、丹东、锦

州、阜新、朝阳、盘锦等市设立了分会场，

实现了全省联动。

主会场和分会场

都悬挂“7·28 企业维权

法律咨询日”会标。邀请

法学专家、法官、律师等

开展了现场法律咨询服

务；散发了“辽宁省中小

微企业权益保护政策解答”、“7·28企业维

权法律咨询日”简介等宣传资料。 省中小

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和部分市窗口平台开

通了 96680呼叫应答， 根据企业需求，进

行在线或线下咨询解答问题。

此项活动起始于 2006 年 7 月 28

日，是由辽宁省维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

权益工作委员会、 辽宁省企业联合会、

辽宁省企业家协会、辽宁省中小企业联

合会，会同相关法律工作者和《辽宁法

制报》等新闻媒体共同举办了首次法律

咨询和宣传活动。 邀请政法界资深专

家、律师等，为企业面对面提供免费的

法律咨询， 帮助企业分析解决疑难案

件，提供法律援助。从此，根据企业需求

并经有关部门同意， 每年 7 月 28 日被

确定为企业维权法律咨询日。

协调关系“六尽责”

根据有关规定， 辽宁省企联已被省

政府正式确定为企业代表组织， 参与劳

动关系协调工作。也就是说，在现有的办

事格局中，省人社厅代表政府、总工会代

表职工、企联组织代表企业（雇主），形成

了辽宁省协调劳动关系的三方机制。

在三方机制中， 由于省企联积极主

动参与制定落实相关劳动法规、 工资集

体协商、劳动人事争议调解、调查研究、

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等工作， 受到政

府有关部门认可。

目前，在省委、省政府以及 16 个部

门组成的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领

导小组中，省企联作为领导小组成员和

办公室副主任单位，同时，在三方《工作

制度》中，明确规定了省企联“履行雇主

代表职责， 维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

益；加强雇主组织机构和县（区）网络体

系建设；为企业提供维权、管理创新、科

技创新、融资和市场开拓服务，促进企

业发展等六项具体职责。

金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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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篇

保护中小微企业

辽宁企联促立法开国内先河

辽宁省企业联合会以《辽宁省中小微企业权益保护条例》形式争取立法，实现了当年立项、调研、论证

并通过。 它因此成为国内第一部保护中小微企业权益方面的地方法规，填补了国内空白。

班组是企业最微观、最基本、最重

要的组织元素。 班组作为企业细胞是否

有活力，决定整个企业有机体的兴衰。

百年企业，始于班组，决定企业生

存与发展的基本力量是班组， 班组建

设既是企业文化建设的补充， 更是提

高企业生产力的基石。 企业践行创新

理念和提升创新能力， 最终要由班组

来实现，在这一背景下，由辽宁省企业

联合会精心“烹制”的《现代班组》杂

志，顺应全国企业广大班组长的需要，

为现代班组建设提供了一本独具特色

的方法论期刊。

正是企业的这一需要，《现代班组》

杂志自 2007 年创刊，2008 年被纳入全

国创争办指导出版的刊物，成为全国唯

一直接面向企业一线班组建设的核心

期刊。

杂志开设了特别策划、 咱们班长、

班组之星、班长漫谈、科学生活、班组管

理、谈班论组、技能竞赛、团队文化、第

一职场、安全警示、域外瞭望、职工原

创、品位超市等众多实用性栏目，努力

做到传播科学管理理论与中国企业基

层管理实践相结合，探讨交流各类企业

班组建设经验与传播相关的资讯与信

息相结合。

在版面设计上融进更多现代元素，

不失流行时尚的色彩。 在内容设计上，

尽量做到朴实平淡、通俗易懂、深入浅

出、明晰透彻。 入选刊登的文章，大部分

出自班组长和工人之手， 短小精悍，质

朴无华。 此外，与高端企业家、班组建设

专家的直面对话，与广大班组长、班组

员工的平等交流，在互动中用科学管理

理念剖析企业现场问题，用职工喜闻乐

见的语言讲述班组故事。

通过 7 年的精心培养，这本杂志既

是一线班组长和普通员工的益智读物，

又是很多班组图书角不可缺少的管理

文本。现发行量已接近 10万册，全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均有订阅，

借着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东风，该

刊正在由原来单一的传统纸质媒体，向

音像、数字、影视、互联网等多元化现代

出版传媒转型，2012年 12 月，现代班组

杂志社改制为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实现

企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 业务范围增

加了班组长培训等企业需要的工作。 杂

志网站和微信圈的开通，电子商务经营

模式的导入，为企业转型升级插上了翅

膀， 进一步扩大了本刊的行业影响力、

品牌辐射力。 目前，本刊已与清华大学

以及北京、上海等教学机构、移动互联

网公司等建立合作关系，携手打造集出

版、影视、线上线下班组长培训等为一

体的现代化资讯平台。

除了提升《现代班组》的服务性和

针对性， 辽宁企联还于 2000 年组建了

辽宁企业网，这个平台专为企业信息化

提供互联网应用服务，网站设置的雇主

工作、工作动态、评价表彰、管理创新、

企业维权、 咨询培训等十余个栏目，能

根据企业所需， 及时发布各类政务信

息、商务资讯以及相关动态消息。

辽宁企业网作为在业内具有传统

影响的品牌之一， 突破旧有经营模式，

将互联网业务和企业需求相整合，以功

能为导向逐渐发展成一个具有活力的

服务链， 已先后为全省 3000 多家工业

企业提供互联网服务。

建设现代班组有模有样有比照

王利博制图

为最大限度地激发企业活力，辽宁企联坚持开展

公开公正评价企业和企业家活动。 这一举措，既是对

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相关讲话的积极响应，也是对全

省企业家相关呼声的回应。

2014 年 1 月 6 日下午， 辽宁省优秀企业家表彰

大会暨省企业联合会、省企业家协会第十次会员代表

大会在沈阳召开。 在这次会议上，省政协常务副主席

刘国强、省经信委主任李兵、省国资委主任石凤岐、省

中小企业厅厅长赵连生、省总工会副主席刘世峰等为

108名优秀企业家颁奖。 这次大会虽说是年度性的例

行活动，但通过表彰和嘉奖，对转型升级中的辽宁企

业产生了较大的激发和引导作用。

表彰企业家，激发正能量。 继年初企业家表彰大

会后，6 月 30 日，由中共辽宁省委、辽宁省政府召开

的辽宁省企业家大会，在沈阳召开，辽宁省委书记王

珉、代省长李希在会上分别作重要讲话。 会议强调指

出，企业兴则辽宁经济兴，企业活则辽宁经济活，省领

导要求在全省形成关心企业、尊重企业、支持企业的

良好氛围。

省领导对企业和企业家的一系列指示，为辽宁省

企联的日常工作指明了方向。辽宁省企联根据省政府

办公厅《关于开展评选辽宁省企业管理先进单位和优

秀企业经营者活动的通知》， 经省评比达标表彰工作

协调小组办公室立项，每三年评选表彰一次优秀企业

家；每年进行一次辽宁省企业 100 强排序，并推荐参

加中国企业 500 强、中国制造业 500 强、中国服务业

500强排序，参加全国企业新纪录评比入选。

为帮助企业提升“软实力”，辽宁省企联每年开展

一次省企业管理进步成果评审、推荐工作，这一活动

在开展过程中， 除财政部门给予一定经费支持外，人

社部门还将获奖成果列为相关职称的评审依据。 比

如，在晋升经济系列副高以下职称时其可作为破格条

件，晋升正高职称时其可作为必备条件。

辽宁企联公开公正

评价企业和企业家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改革

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7]36 号）指出“各级

政府及其部门要进一步转变职能，把适宜于行业协会

行使的职能委托或转移给行业协会”，“建立政府购买

行业协会服务制度，对行业协会受政府委托开展业务

活动或提供的服务，政府应支付相应的费用，所需资

金纳入预算管理”。

辽宁企联注重围绕政府的中心工作，主动干好政

府想干但又无暇顾及的工作，积极发挥自身优势为政

府分忧解难。 目前，接受政府委托，并获专项资金支

持，主要提供以下服务：

推动管理进步。 为推动企业管理进步，多年来省

企联承担了省企业管理进步成果评委会办公室职能，

获得较好经济和社会效益。 省财政每年拨付 30余万

元成果奖金。

综合培训。 为提升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经营管

理者整体素质，根据企业需求，省企联每年举办十余

期“银河培训”、管理创新、融资担保、法律法规、信用

建设等不同内容的培训班，受到企业欢迎和有关部门

好评。 每年省财政给予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补贴

30余万元，

管理咨询。 根据工信部关于开展“送管理、送咨

询、送服务”活动的通知，辽宁企联作为服务机构，建

立了百名管理咨询专家队伍，深入企业，帮助企业解

决管理难题， 先后帮助 80余户企业提升企业管理水

平并获得国家和省管理创新成果奖励。每年获得中小

企业发展专项资金补贴 20余万元。

信用体系建设。根据建设“信用辽宁”的总体规划

和省发展改革委的要求，辽宁企联主动配合建设全省

中小企业信用数据征集系统，建立重点中小企业数据

库。 每年征集 1万余户重点中小企业信用信息。 每户

包括企业基础信息和财务信息 82项。先后获得 80万

元专项资金支持。

融资担保服务。 为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困

难，辽宁企联组织与政府相关部门、金融机构和担保

机构创建了一种行之有效的融资担保模式，先后帮助

企业融资贷款 35亿元以上， 每年获金融机构补助约

50万元。

接受政府委托

当好企业“勤务员”

不久前，一面绣有“心

系企业 鼎力相助” 的锦

旗，由日本电产（大连）有

限公司的两名代表， 专程

从大连赶到辽宁省企联并

郑重赠给辽宁省企业联合

会马琳副会长。

这面锦旗，缘自半年前

省企联的一个“由点及面”

的服务。

当时，省企联根据大连

开发区的情况反映， 部分

外资企业因劳动力成本过

高，企业面临停产、减产、裁

员等情况。省企联由副秘书

长带队，一行三人在深入大

连开发区调研的基础上，及

时向省政府的相关领导呈

报了《关于大连开发区外资

企业因负担过重而出现关、

停、裁员浪潮等情况反映》，

报告呈送后，主管工业的副

省长谭作钧和时任省长陈

政高都作出重要批示，接

着，通过省市及相关部门的

共同努力和协调，及时为企

业减轻了相关税负，使企业

重获生机，遏制了企业或产

品向外地转移现象。日本电

产（大连）有限公司作为受

益企业之一，以赠送锦旗的

形式表达自己的感谢之意。

其实，类似的“解企业

之忧，注发展之力 ”，对辽

宁省企业联合会、 企业家

协会来说，已形成经常化、

制度化。

名

片

辽宁省企业联合会、 辽宁省企

业家协会分别成立于 1980 年和

1985 年，现合署办公，是为全省企

业和企业家服务的综合性社会组

织。是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

协会的常务理事单位， 是辽宁省构

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及办公室副主任单位。

协会下设综合部、 开发部、雇

主工作部、信息部、杂志社、创业基

地。多年来，辽宁省企业联合会、辽

宁省企业家协会充分发挥桥梁纽

带作用，坚持不懈维护企业和企业

家合法权益， 搭建信息交流平台，

公开公正评价企业、企业家，评审

表彰和推广应用企业管理进步成

果。 为企业提供咨询、培训，融资、

开拓市场等多方位服务，受到企业

欢迎和有关部门好评。 先后荣获

“全国先进民间组织”、“辽宁省示

范社团”和“辽宁省五 A 级社会组

织”等称号。

辽宁省企业联合会 辽宁省企业家协会

案

例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均由辽宁企联供稿）

辽宁企联被评为社会组织最高信用等级（5A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