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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三农

工资有所上涨

8 月以来，北京的天气炎热难耐，来自
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龙岗村的建筑工人吴
启军每天要在外工作 10 个小时，有时候甚
至 13个小时，扎梁、扎板、扎钢筋。

工作辛苦，吴启军却不在意，他说:“只
要能多赚钱就行。”

吴启军今年 45 岁，家中有一子一女，还
有年迈的父母。“儿子在上高中，女儿已经上
大学了，她考上大学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
出来打工就是为了能给儿女提供更好的学
习条件。”

上世纪 90 年代初，吴启军来到北京，只
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他，只能去工地靠劳力赚
钱。他说：“来到北京的第一年，我的收入是
平均每天 5 块钱，平时省吃省喝也只勉强够
一家人维持生活。日子虽然辛苦了点，但熬
着熬着也就过来了。现在的收入平均每天
100块钱。”

山西长治市潞城市杨家庄村的余水旺
今年已经 58 岁，依然选择在大城市打工。

“听说哪个工地有活，我就去哪里，太原、武
汉、北京等大城市都去打工过。出来打工总
能给儿女减轻点负担。”余水旺说。

余水旺家的 3 亩地只能种植一茬玉米，
一年的种地收入也就两三千元，而现在余水
旺打工一个月的收入就是 2700 元，相当于
种地一年的收入。

“现在农村里的乡亲普遍都出去打工，
一则种地机械化程度高了，不用那么多劳动
力了；二则村里一家两三亩地，七八口人吃
饭，再加上有孩子上学的、要成家娶媳妇的，
开支太大，不得不出来到大城市打工。”余水
旺说。

七 八 年 前 ，余 水 旺 每 个 月 的 工 资 是
1100 元，后来涨到 2000 元左右。一个月
前，他找到一家江苏的建筑公司打工。“这家
公司规模大，开出的工资也高，一个月给到
2700元。”

记者在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
究中心了解到，竞争的压力让不少企业改善
管理、规范管理，通过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性
关怀、提高工资标准及其他方式吸引农民工
为企业服务。现在企业出现招工难，农民工
选择工作有更多的主动性，他们更多选择正
规的、口碑好的企业务工，这些企业因为效
益较好，工资水平相对较高。

数据显示，2012 年全国 25 个省份调整
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提高 20.2%。我国外
出 农 民 工 月 收 入 2290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11.8%，农民工就业规模持续扩大，总量达
2.63 亿人，比上年增加 983 万人，其中外出
农民工 1.63 亿人，比上年增加 473 万人。农
民工工资继续保持上涨，打工成为农民主要
收入渠道。

吴启军的收入年年在增加，生活也因此
有所改善，但他坦言，由于农民工工资基数
较低，这些工资要应付城市的各项支出用
度，仍然觉得有时候“不够用”。吴启军算了

一笔账：“十年前的 100 块钱一家人够用 10
天，现在物价都在涨，100 块钱在老家只够
一家人用三天，而在北京，6 口人一天的开
销绝对不止 100块钱。因此虽然工资在涨，
还是要尽可能节省花销，省下的钱给家里寄
回去。”

参保水平总体较低

近年来，我国对外来务工人员参加社会
保险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规，如 2009
年以来，国家相继发布《城镇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流动就
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障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
法》等规定，并修订了《工伤保险条例》。这
些规定都明确农民工也应当参加城镇职工
社会保险，并可以按规定实行基本养老和医
疗保险关系跨省市的转移接续。2011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的《社会保险法》也明确规定

“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依照本法规定参加社
会保险”。

但是实际上，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参保
率仍然不高。

在京打拼 8 年的陈明既没有医疗保险，
也没有养老保险。余水旺辗转多个城市，在
不下七八个公司打过工，也没有一家公司为
他上过保险。

陈明说：“没有医疗保险，所以最怕生病
去医院。别人有医保的挂个号只需要 2 元，
而我却得付 42 元，输液或者买药更贵。万
一得了场大病，我都看不起。我在城市没有
自己的房子，没有养老保险，以后老了如何
生活都是个问题。”

“虽然大部分农民工参加了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可以回老家看病报销大部分药
费，但是外出打工不可能一生病就回去看
病，如果去外地看病，就面临着医疗费用

较贵和不能报销的问题。而且现在很多农
民工选择在建筑工地打工，有一些根本没
有上工伤保险，万一出现工伤，谁来出钱
治疗？”余水旺说。

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
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国
家制定了新的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企业、事
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应当依
照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
者雇工缴纳工伤保险费。应当将参加工伤
保险的有关情况在本单位内公示。并且规
定，工伤保险基金由用人单位缴纳的工伤保
险费、工伤保险基金的利息和依法纳入工伤
保险基金的其他资金构成。

余水旺说：“现在农民工都知道上保险
好，但是大部分公司都不为农民工上保险，
因为农民工流动性太大了。两三天换一家
公司，三五个月走人的情况都有，公司全部
给上保险也不现实。只有为数不多长期干
的才会给上保险。”

参保意识有待提高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
律师告诉记者，一部分企业把为农民工上
保险当作成本负担，为了寻求经济利益和
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逃避其应当承担的
社会保障责任。对于这部分企业，国家有
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依照规定应当参加工
伤保险而未参加的，由社保部门责令限期
参加，补缴应当缴纳的工伤保险费，并自欠
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逾
期仍不缴纳的，处欠缴数额 1 倍以上 3 倍以
下的罚款。

另外，《流动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障关
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也规定：城乡各类流
动就业人员按照现行规定相应参加城镇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各地不得以户籍等原
因设置参加障碍。

农民工参保率不高除了企业的原因，也
有农民工自身的因素。致诚农民工法律援
助与研究中心律师反映，外来务工人员的自
我维权意识和参保意愿不强。常常因为“怕
花钱、嫌麻烦”等原因不参保，对雇主不与他
们签订劳动合同、不为他们缴纳社会保险金
等行为听之任之。还有些农民工完全不了
解办理保险的相关规定和保险的办理流程。

根据《流动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障关系
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城乡流动
就业人员相应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或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不得同时参加。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参合人员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
后，由就业地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通知
户籍所在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办机构办
理转移手续，按当地规定退出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不再享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待遇。

《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
接续暂行办法》则规定，参保人员未达到待
遇领取年龄前，不得终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
并办理退保手续；参保人员跨省流动就业，
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按规定办理；
农民工在城镇参保缴费记录及个人账户全
部有效。

对于外来务工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国家
已经有相关规定，下一步应该增强执法力
度，加强对企业和农民工的普法培训。

近年来，农民工参保率低的问题已经引
起了社会的关注，国家正通过各项措施推动
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
覆盖面正不断扩大。去年底，全国农民工参
加基本养老保险 4543 万人、参加基本医疗
保险 4996 万人、参加工伤保险 7173 万人、
参加失业保险 2702 万人，比上年末分别增
加 9.7%、7.6%、5.1%、13%。

收 入 虽 涨 参 保 较 低
本报记者 杜 芳 实习生 欧阳子玉 潘冰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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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江西进贤县钟陵乡茶园村，记者顿觉凉风扑
面。连绵起伏的山坡上，榆树、桂花树、油茶树长得
正盛，郁郁葱葱，林荫茂密。

茶园村在当地树起了荒山改造的“旗帜”。全村
4000 多亩的山地现已开荒 2000 余亩，形成了“半片
山地半片绿”的景象。茶园村委会书记雷耀辉给记
者指向一处荒山，喜不自禁地说：“这几年，村干部经
常在外跑项目，收获不小。最近村里又跟 3 家公司达
成意向，它们陆续就会落户。这一片荒山也将全部
被改造啊！”

“种好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如今，已落户茶园
村的另 3 家公司已成为荒山改造的“主力军”。农业
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江西省规模最大的农业企
业——正邦集团，开发了 300 多亩的油茶种苗基地，
并与 PIC 国际集团双方合资共建了“PIC 江西核心种
猪场”。“江西汇绿”种植了规模连片的桂花树、榆
树、樱花等各类苗木，已改造 1000多亩。

漫山遍野跳跃着绿色的“音符”。在桂花林中，20
多名“工人”正冒着高温为树木浇水，他们多是茶园村
村民。家住茶园村神塘村小组的村民万寿明告诉记
者：“租地有租金，种田、种树都能赚钱，算起来有 3 份
收入，这日子越过越好了。”茶园村现有 120 户农民在
林地“兼职”，年户均增收达 5000多元。

说起茶园村多年来的变化，老村支书吴国良感慨
地说：“这几年，村民的生活好了，大家对村庄的公益建
设也热心起来，过去修一条路不知要磨破多少嘴皮，而
今年修建一座老桥，我们一下子就凑足了七八万元。
真是喜事一件接着一件。”

吴国良口中的“喜事”，说的是该村相继建成的
办公楼、幼儿园、医务室和活动中心，村民“足不出
户”也能享受到像城里市民一样的教育、医疗和娱
乐服务。

江西进贤县——

绿入荒山民安乐
本报记者 赖永峰 通讯员 魏 晨

本报讯 记者张建军报道：广东省近期遭受的洪
涝灾害使全省农牧业损失严重，广东省各级农牧业部
门迅速组织广大农民开展农业救灾复产工作，同时广
东省财政也积极安排资金支持农业救灾复产，全省合
力力争实现灾区减产不减收。

据广东省农业厅初步统计，台风“尤特”已造成广
东省超过 300 万亩农田受损，其中仅茂名一市就造成
了直接经济损失近 10 亿元。为尽可能减少损失，广东
各级农牧业部门积极派出工作组深入灾区指导农民奋
力开展生产自救，目前已改种补种了农作物面积 5.1
万亩。同时，广东省农业厅积极督促保险机构对按照
政策参保的种植户、畜禽养殖场（户）尽早实施定损、理
赔，以减轻参保农户受灾损失。

当前，广东各地正以晚稻生产为防护重点，及时组
织群众开展沟渠修整、清淤和防洪排涝等工作，同时组
织群众对受灾畜禽栏舍等环境和场地进行消毒，防止
灾后重大动物疫病发生。广东省农业厅为此在紧急调
拨应急救灾种子 6 万公斤、消毒药 73 吨用于帮助灾区
开展灾后复产和消毒灭原工作后，日前又第一时间向
适宜补种水稻的雷州市和吴川市调运了水稻种子 7.5
万公斤以帮助农民尽快恢复生产。

在此基础上，广东省财政还按要求积极为灾区安
排救灾补助资金。据介绍，截至目前，广东省财政已先
后向灾区预拨救灾补助资金共计 9500万元。

广东力争灾区减产不减收

灾 区 学 校 迎 开 学

下右 8 月 26 日，在甘肃省岷县梅川镇红店小学内，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唱歌。

据介绍，甘肃岷县地震灾区所有因灾受损学校按期开学。 新华社记者 张 锰摄

左图 8 月 27 日，辽宁省出版集团和清原县新华书店工作人员在清原县南口前镇

中心小学搬运新学期教科书。据悉，辽宁抚顺地区遭受洪涝灾害的三个重灾区 3460 名

中小学生和全省中小学生同步用上了新教材。 新华社记者 杨 青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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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和全省中小学生同步用上了新教材。 新华社记者 杨 青摄

下左 8月 27日，广西象州县中平镇河村村民在受灾的河村小学内抢修校园设施。

广西象州县 6 个乡镇 30 多所学校在“8·19”洪涝灾害中受灾。教职工和群众开展清

理淤泥、消毒等工作，确保各受灾学校正常开学。 龚 坚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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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杜芳报道：湖南省连续两个月天气
晴 热 高 温 ，温 度 多 在 28℃ 至 38℃ ，最 高 气 温 突 破
40℃。无有效降雨持续 45天，致棉田干旱较为严重。

记者日前从湖南省棉花协会了解到，湖南常德、益
阳棉花生产情况基本稳定，预计收成稳中略减。湖南
澧县今年棉花种植面积 30.6万亩，较去年 32万亩减少
1.4 万亩，减幅 4%；益阳市今年棉花种植面积 70.3 万
亩，较去年 70.73 万亩减少 0.67 万亩，减幅 2%。当前
严重的旱情对棉花生产已经造成明显影响。今年大部
分棉花移栽比去年提前 8 天至 15 天，时值棉花坐桃的
关键期，但因持续干旱天气影响，中部棉桃小于去年，
去年单铃重 6.5 克至 7 克，今年单铃重只有 6 克左右。
部分蕾铃出现脱落，特别是山丘区及三类苗，棉株上部
花蕾铃很少，棉叶淡黄，个别棉田的棉株开花冲顶，表
现脱肥早衰迹象。如果近期旱情不能缓解，预计今年
棉花将减产一成至二成。

旱情对棉花质量也带来较大影响。受持续高温影
响，棉花伸长受阻，从已采摘的棉花检测，纤维长度只
有 27mm 至 28mm,比去年短 1mm 至 2mm。由于晴
热高温，棉花无烂桃、无僵瓣，棉花色泽好于往年，但纤
维成熟、强力低于往年。

此外，棉农对新棉收购价格期望值略有上升。由
于棉花生产物化成本和人工成本上涨，有国家收储政
策保底，棉农希望今年籽棉收购价格在 4.2 元/市斤
左右。

湖南棉花生长遇旱或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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