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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日报经济日报》》记者通过对近期十几件欠薪案的采访发现记者通过对近期十几件欠薪案的采访发现，，恶意欠薪情况仍然多发恶意欠薪情况仍然多发————

““年年欠薪年年讨年年欠薪年年讨””何时休何时休
本报记者 欧阳梦云

每到年底，农民工能否及时、足额拿
到一年的“辛苦钱”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受经济大环境等因素影响，去年以来，一
些行业欠薪现象尤为严重。春节将至，
各地、各有关部门农民工工资清欠工作
力度如何？他们能够及时拿到工资吗？

《经济日报》记者赴多地采访调查认为，
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须尽
快建立起多方联动的长效机制，从源头
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使“年年欠
薪年年讨”不再出现。

希望拿到工资早回家

“总是有人来赶，一天挪窝好几次，
靠捡些瓶子卖钱。”近日，睡在北京西站
附近一个地下通道里的讨薪农民工朱兵
生无奈地说。

讨薪的农民工没有拿到工资，也没
有活儿干，他们住在哪里？怎么生活？
最近一个月，《经济日报》记者一直关注
和采访讨薪农民工群体，他们的生活状
况令人心酸。

朱兵生来自山西阳高县，去年在北
京京城振远保安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打
工，公司安排他到顺义龙湾别墅物业当
保安。“说好每月 2500 元，物业管吃住，
保安公司发我工资。”但后来物业自己招
了保安，便辞退了他。“保安公司欠我
7500 元 工 资 ，一 直 不 给 ，打 电 话 也 不
接。”

记者联系到该保安公司负责人杨
光，他说：“我记不清朱兵生这个人，但欠
薪的事肯定有，我们服务的甲方企业一
直没跟我们结账，我自己已经垫付了几
十万元给农民工发工资，现在真没钱垫
了，还欠着 50 多名农民工 40 多万元工
资。现在公司已经到法院起诉了甲方。”

“每次在北京西站看到打工的老乡
回家，我就很羡慕。我们村去年遭旱灾，
8 亩地只打了 2000 斤玉米。老婆再过 2
个月就要生孩子，就希望能拿到工资，赶
紧回家。”朱兵生说。

天寒地冻，一些农民工仍守在工棚
里等工资。在河北省沧州市的一个建筑
工地，记者见到了还在等待工资的农民
工王冲等几十人。他们住的工棚没有暖
气，滴水成冰，毛巾冻得跟铁板一样硬，
有的人脸上长了冻疮。王冲一家三口都
在同一工地干活。王冲告诉记者：“我们
3 人一共 11 万元的工资已经拿到。”记者
问：“那为什么还不回家？”“我们答应了
一些已经返乡的工友，帮他们把钱带回
去。现在手上还有几十张工资代领委托
书，共有 30多万元工钱！”

经记者了解，工地所在的项目开发
商黄骅市滨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资
金链断裂，导致拖欠 3500 余万元农民
工工资。记者联系到沧州市渤海新区产
业建设办常务副主任于春雷，他表示当

地政府高度重视此事，目前农民工工资
兑现工作已经由政府专案组接管，经过
多方协调和谈判，卖掉开发商 5000 万
元的房产，目前工资先发放给尚在工地
的工人，让他们先回家，其他还在陆续
发放中。

讨薪面临取证难

“我们两次按程序移交公安机关，却
被退回不予受理，理由是证据不足。”1 月
9 日，记者在湖南邵阳采访时，隆回县劳
动监察大队杨菊华队长正在处理隆回翔
宇五金制品厂欠薪案。据他介绍，五金
厂老板危家钢欠李存银等 17 名工人 23
万元工资，去年年底突然消失，电脑也被
带走。李存银说：“我们的工资表账目都
在电脑里，没有签劳动合同，只有记工和
排班表。”

记者在最近经历的十几件欠薪案采
访中了解到，恶意欠薪情况多有存在。
湖北孝感市的宋新平等 13名农民工在长
春一家汽车 4S 店做粉刷工，包工头刘晓
玲欠 13 万工资一直不露面；曾在山西平
顺县中南铁路项目干活的农民工牛迷平
等 30 名农民工 8.7 万元工资未领，包工
头李虎军不知去向⋯⋯

“最大的难题是取证难，口头合同缺
乏确切的欠薪证据。”杨菊华告诉记者，

“小包工头跑了或者隐藏起来，公安局介
入，行政监察部门首先要对违法事实进
行认定，事实存在，但就是拿不出过硬的
证据。”

“农民工讨薪难，讨薪法律援助也
难。”一直为农民工权益提供无偿法律
服务的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
主任黄乐平深有感触，“我们法律援助
的大量工作都是在寻找用工事实的证

据，核定工程量、确定劳动报酬 （劳务
费） 标准等。”

提高农民工维权能力

如何才能增强自身的维权能力，尽
量防范和减少欠薪事件？黄乐平建议，
农民工要提高自身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
能力，做到明明白白打工。在日常工作
过程中，要注意证据的收集工作，养成良
好的风险防范意识，把讨薪无据的风险
降到最低。

“还要注意讨薪的方式和手段。”黄
乐平说，建筑业欠薪一般不是个别人工
资被拖欠，而是群体性现象，要形成集体
的力量，抱团依法理性维权。非理性、扩
大化的讨薪行为不仅不利于讨薪，还会
增加讨薪的风险。当讨薪行为妨碍社会
公众秩序时，还可能面临处罚。

黄乐平建议，讨薪要依靠行政责任
部门、司法、工会、媒体等多方力量的帮
助。充分利用政府部门对欠薪单位的有
效监管手段，对其形成压力，加速讨薪问
题的解决。同时，也要依靠法律的力量，
敢 于 、善 于 拿 起 法 律 的 武 器 维 护 合 法
权益。

记者了解到，当前中央和各级政府
对于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出台了诸多政
策，加大农民工工资清欠工作也取得了
可喜成绩，但仍然无法从根本上遏制欠
薪的发生。希望政府部门建立多方联动
的欠薪解决机制，集合劳动部门、住建部
门、公安部门、安监部门、工会部门、信访
部门等多部门的职能，妥善解决欠薪问
题。司法部门有必要加大对于欠薪事件
的处理力度，建立农民工讨薪绿色通道，
对于欠薪案件，特别是“恶意欠薪”案件

“快立快审”。

湖北多地“农民工返

乡服务中心”依法运用“保

证金协议”足额支付欠薪，

并以罚金方式给农民工以

额外精神补偿。图为拿到

工资的农民工。

周新锐摄

中华全国总工会近日下发 《关于加强基层工
会经费收支管理的通知》 的补充通知，进一步明
确，基层工会组织法定节假日可以向全体会员发
放少量的节日慰问品。

有专家表示，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职工正常福利界定的模糊，使不正当的福利有了
操作空间，让节庆腐败有了可乘之机。现在，这
种模糊又直接影响到职工正常福利的发放，是到
了该明确职工正常福利范围的时候了。

“职工福利有鼓舞士气、温暖人心、增强凝
聚力的作用，不可小视。”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
执行研究员刘山鹰认为，福利反腐迫切需要顶层
设计，职工正当福利有法律依据，不能轻易取
消，在反腐大潮中，福利虽小，但也要有制度的
规范。“纪委在执行中央八项规定上不松口，这
值得肯定，但是一些单位因此取消了职工的合理
福利，这迫切需要改变。”刘山鹰说。

去年 7 月，全总下发 《关于加强基层工会经
费收支管理的通知》，明确了工会经费使用的

“八不准”。即：不准用工会经费购买购物卡、代
金券等，搞请客送礼等活动；不准违反工会经费
使用规定，滥发津贴、补贴、奖金；不准用工会
经费支付高消费性的娱乐健身活动；不准单位行
政利用工会账户，违规设立“小金库”；不准将
工会账户并入单位行政账户，使工会经费开支失
去控制；不准截留、挪用工会经费；不准用工会
经费参与非法集资活动，或为非法集资活动提供
经济担保；不准用工会经费报销与工会活动无关
的费用。

“此次‘补充通知’明确规定，基层工会逢
年过节可向全体会员发放少量的节日慰问品，基
层工会组织在对开展职工教育活动中的优秀学员
奖励时，应以精神鼓励为主，物质激励为辅。”
中华全国总工会新闻发言人、宣教部部长王晓峰
指出。

针对社会上存在的“反腐不应该反职工福
利”的说法，王晓峰表示，不要把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反对“四风”等
重大部署，与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开展职工送温
暖对立起来，这两者是不矛盾的。“让广大职工
群众过上幸福美好生活，这是中央的要求，同时
也是各级工会组织的基本职责。”王晓峰说。

反腐不“反福”——

过节福利怎么发
本报记者 郑 彬

“逢年过节”的年节是指国家规定的法定

节日，包括元旦、春节、清明节、劳动节、端午

节、中秋节、国庆节。“节日慰问品”原则上为

符合中国传统节日习惯的用品和职工群众必

需的一些生活用品。关于“少量”的标准，由

省级工会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确定。

“逢年过节”，工会组织可以：

①组织会员观看电影、开展春游等集体

活动，应严格控制在单位所在城市，并做到当

日往返；

②向会员送生日蛋糕等慰问品，也可向

会员发放指定蛋糕店的领取蛋糕券；

③向全体会员发放少量的节日慰问品；

④在对开展职工教育活动中的优秀学员

奖励时，应以精神鼓励为主，物质激励为辅；

⑤以现金或实物形式对因参与工会开展

的各类文体活动而误餐的工会干部和工会会

员给予补助。

这些福利可以有

1 月 9 日，就浙江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

员会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

讼，请求判令上海铁路局立即停止“强制实

名制购票乘车后遗失车票的消费者另行购

票”行为一事，中消协公开表态，支持浙江

消保委履行法定职责，依法就损害众多消

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

2014 年 3 月 15 日起实施的新消法，最

大的亮点之一就是明确建立消费公益诉讼

制度。浙江省消保委此次提起公益诉讼，

是目前国内由消费者组织提起的首例消费

维权公益诉讼，将为消协组织开展公益诉

讼“破冰”作出有益探索。

“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

设立的消费者协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新消法的这一规定明确了消协组

织公益诉讼主体地位，不仅有助于降低消

费者的维权成本，而且可以扩大消费维权

效果。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可以说是开通

了消费维权的绿色通道。

成本高、举证难、耗时长⋯⋯在消费

维权领域，消费者一直是“弱势群体”。

面对毫不讲理的“霸王条款”，防不胜防

的虚假广告，打之不尽的假冒伪劣商品等

侵害众多且不特定消费者利益的行为，消

费者个体“独木难支”，维权路上更是

“步步惊心”，折腾好几个月下来，往往是

“赢了官司输了钱”。

一 人 维 权 ， 是 为 “ 私 益 ”； 群 体 维

权，当属公益。以往观之，针对损害不特

定多数消费者利益的行为，消协组织大多

是通过点评、揭露批评等方式进行。由原

来只能支持消费者起诉到可以代表消费者

进行“公益诉讼”，新消法赋予消费者组

织“公益诉讼”权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然而，新消法只是原则性地确定了消

协组织公益诉讼主体地位。虽见张力，但

也显得粗放。

具体而言，消费维权公益诉讼缺乏相

应配套规定，诸如诉讼费的收取、律师费

的承担、胜诉后消费者如何获赔、经营者

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的责任承担、消协组织

的独立地位如何保障等一系列问题，这些

到目前为止还未见明确解决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消费维权公益诉讼的

目的，是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规范市

场主体行为，而不只是通过诉讼手段获得

赔偿。这也是实践中需要注意避免的“陷

阱”。

同时，就公益诉讼案件本身而言，由

于其涉及众多且不特定的受害者，他们的

损害程度各不相同，所以赔偿额确定的确

有难度，如何分配赔偿款也将成为一个实

际问题。

或许是由于上述原因，新消法实施了

将近 10 个月，到目前却只有浙江省消保委

这唯一案例，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

弥足珍贵之外，这也更加说明，消费

维权公益诉讼制度发挥作用还需要更多实

践支撑，以实打实的案例丰富这来之不易

的制度设计。只有迈出实践的一步，消费

维权公益诉讼所面临的上述问题，才能一

一化解。

依法保护消费者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

责任。制度设计已经确立，如何让消费维

权公益诉讼这条绿色通道畅通起来、运转

起来，还需相关各方一起努力。

消费维权：实践迈出一步胜过条文无数

□ 李万祥

本报讯 记者韩秉志报道：人社部
近日首次公布了十大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犯罪案例，其处理结果为：

浙江省义乌市百派服饰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陈文正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两万元；

安徽省界首市孔繁林被判处拘役四
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

广东省中山市佛鑫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何新衡被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两万元；

江西省抚州崇仁县俞志勇被判处拘
役六个月；

四川省江安县程坤被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元；

河南省南阳市潘贻军被判处有期徒
刑四年；

河北省定州市郭中起被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两万元
福建省三明市源泉木竹制品有限公

司承租人蒋隆任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甘肃省张掖市何正昌被判处有期徒
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

山西省稷山县华林新天地购物商场
投资人孙斌被判处拘役四个月，并处罚
金一万元。

十大拒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例首次公布十大拒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例首次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