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 12 月 17 日下午，河北省内丘
县劳动监察大队迎来了一批熟悉的客人，
他们手捧锦旗，向工作人员连连道谢。在该
大队的帮助下，他们上午刚拿到自己被拖
欠的工钱。

“两天前，30 多位农民工涌进了信访
大厅，情绪激动，如果处理不当，极有可能
发生过激行为。”想起当时的情景，内丘县
劳动监察大队队长高文革仍心有余悸。

“辛辛苦苦把活儿干完了，一分钱工资
没拿到，怎么跟家里人交代啊！”来自内蒙
古的农民工孟庆春一句话，让大家的情绪
顿时沸腾到了顶点。他们扬言要堵住政府
大门口，去市里、省里上访。经了解，他们是
该县一处建筑工地的工人，主要从事具有
高危特征的楼体外墙保温施工，10天前工
程已经结束，但一直没有拿到工钱。该工地
共拖欠89名农民工工资100余万元。

“稳定农民工情绪，启动应急预案。”人
社局长高甲申说。他亲自走进人群中，向大
家讲解劳动保障政策，劝慰大家一定要通
过正常渠道讨要工资，千万不要采取过激
行为，政府一定会维护大家的合法权益，为

大家要回血汗钱。经过两个小时的安抚，农
民工的情绪总算稳定了下来。高甲申局长
还承诺，3天之内要让每位农民工都拿到属
于自己的工钱。

在建筑工地，劳动监察大队的工作人
员被 80 多名农民工围得水泄不通。“拿不
到工资，今天谁也别想出这个大门！”心存
疑虑的农民工将工地大门牢牢锁住。

由于建筑商和包工头签订合同的工程
款中，含有建筑材料费用，难以明确具体的
工资数额，工作人员只能逐一核算他们被
拖欠的工资金额。“三天之内，必须让他们
拿到工资。”在低矮的工棚里，工作人员将
89名农民工的身份证全部复印，逐一问清
被拖欠工资金额，写在身份证复印件上，让
大家签字。

就这样，一直到晚上 10 点钟，终于弄
清楚了每个人的工资数额和工资总额。工
作人员又连夜从工程项目部拿来工人花名
册、记工单和工资发放表，对承建方登记的
工资总额进行核算。只有两个数据完全一
致，才能确定被拖欠的工资总数，进而确定
每人的工资数额。“我们反反复复核算了多

次，才基本吻合。”高文革告诉记者。
第二天一大早，工作人员就找到承建

方。承建方对拖欠工资数额并无异议，但以
开发商拖欠工程款、资金短缺为由，拒绝支
付。工作人员又找到开发商，希望开发商可
以先支付农民工工资，工程款待日后双方
协商解决。但是由于该工地房子卖不出去，
资金无法回笼，一时也难以全部支付。“那
天上午，我们不知在双方之间跑了多少趟，
双方均不同意支付。”高文革说。

案件一时陷入僵局。
无奈之下，工作人员把双方叫到一起，

给他们详细讲解拒不支付农民工工资的后
果。河北省相关文件规定，无故拖欠农民工
工资的用人单位，在依法进行处理和处罚
的同时，通过省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和省社会信用体系向社会公布，并记入
相关黑名单。对拖欠、未足额支付农民工工
资以及逾期拒不支付的建筑施工单位，将
依法停止其投标资格、清出建筑市场。经过
工作人员的耐心劝解，双方充分认识到了
拒不支付工资的严重后果，但又确实一下
拿不出这么多资金。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局长高甲
申打来电话，终于让案件峰回路转。“高局
长指示我们，可以帮他们联系银行，先贷款
解决工资拖欠问题。”高文革说。

于是，工作人员马上和当地一家银行
取得了联系，银行表示可以贷款。第二天上
午，工作人员拿着钱到达工地时，89名农民
工早已等候多时。

“第三天，我们真的拿到了工资。”电话
那头，已经回到河南老家的李观忠激动地
告诉记者。

据了解，截至2015年11月，河北省
累计为17.8万劳动者追发工资待遇18.2亿
元，有效维护了农民工合法权益和社会稳
定。全省各级人社等部门普遍建立了联合
执法机制和失信企业联合公示和惩戒机
制，2015年以来共有7200多件欠薪案件
由多部门参与处理，对 13 家存在严重欠
薪问题的企业对外公示并实施联合惩
戒，全省综合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积极
推动落实治理欠薪“三金”(工资保证
金 、 工 资 预 储 金 、 欠 薪 应 急 周 转 金)、

“三机制”(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行
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联动机制、失信企业
联合惩戒机制)、“一入罪”(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罪)，从欠薪的各个环节，加强防
范把控；逐步完善欠薪群体上访处置预
案，规范重大案件督办查处程序，建立
健全多部门协作处置机制。2015 年以
来 ， 全 省 共 处 理 群 体讨薪等突发事件
1167件，省直接督办重大欠薪案件79件。

河北内丘:

协 作 处 置 联 合 惩 戒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李振胜

多部门联合执法、失信企业公示、建立惩戒机制

给 农 民 工 讨 薪 添 底 气

岁末年初是农民工工资支付问题

的集中爆发期。据悉，今年以来企业

拖欠工资问题虽然总体有所缓解，但

欠薪案件却呈现出早发、多发态势，案

件数量和欠薪金额大幅上升。各地经

验表明，加强对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

行为的联合惩戒力度，开辟绿色通道

快速处理涉及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争议

案件，把严重违法失信的企业列入“黑

名单”并依法向社会公布等措施，都会

有力震慑恶意欠薪犯罪行为。当前，

各地正在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

项检查，春节前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经济日报》记

者兵分多路，深入一线，见证各地各有

关部门帮助农民工维权讨薪的真实

历程

长沙市雨花区是湖南推进“长株潭一
体化”的核心区域，也是湖南参与泛珠经
济合作的前沿阵地。大量外来务工人员
的涌入，使该区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上也
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与挑战。

去年 10 月底，长沙市雨花区谭阳洲
拆违督搬清零进入冲刺阶段，片区内的一
木门加工公司，由于经营不善亏损严重，
一名股东“跑路”，除了拖欠供应商大量货
款，20 余名外来务工人员的 20 余万元工
资也被拖欠，导致企业停产、濒临倒闭，而
企业搬迁也处于无限期的停滞状态。

要让外来工有活路，先要让企业能发
展。要发展企业，先稳定员工。于是，区
人社局工作人员在深入了解公司的状况
后，主动与该公司最大订单的客户邵阳酒
店老板取得联系，并约该客户到长沙协
商。经过 6 个小时，三方终于达成一致，

企业得以重组，员工得以留业，供应商也
保住了供货渠道，一家濒临破产的企业得
以起死回生，取得了三赢的效果。

据某酒店员工反映，酒店已经拖欠
员工几个月的工资，而酒店将关门歇
业。雨花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及时介
入，现场监督酒店方与员工核对工资
额，并由财务人员及老板在拖欠工资 74
万多元的清单上签字画押。3 天后正式
立案，下达限期改正指令书。到了指令
日期，酒店老板没有按时支付员工工
资，人社局研究决定将酒店老板以涉嫌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移送公安部门。案
件被移送公安局前，老板“跑路”。区政
府及时跟进，在进一步核对工资的基础
上，街道办事处等部门积极筹集资金，
将员工工资支付到位。雨花区公安分局
对该老板进行网上追逃，最终，酒店老

板主动向公安机关自首。雨花区人民法
院经审理认为，该酒店老板行为已构成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鉴于他犯罪后自
首，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其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的行为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且
在提起公诉前足额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
酬，依法予以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
6个月。

湖南高桥大市场是湖南省最大最成
熟的核心商圈。市场有经营户 6000 余
户，从业人员达 20 万人以上。市场内一
家物流公司员工投诉，称物流公司拖欠员
工工资多达 30 万元，由于老板逃匿，部分
员工已经采取了过激行为。雨花区人社
局劳动监察大队队长唐胜听到消息后，第
一时间赶到现场，同员工沟通，安抚员工
情绪，与公司负责人取得联系后，告诉负
责人恶意拖欠劳动者工资已经涉嫌构成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公司负责人最终
同意出面与员工协商，并筹集资金支付了
员工部分工资，剩下的部分公司负责人同
意给每位员工打欠条，保证 1 个月内按时
支付。此后的时间里，唐胜才多次与公司
负责人电话联系进行督促，最终，劳动者
顺利拿到全部工资。

据了解，雨花区持续完善预防和治理
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长效机制。成立人社
局、城乡建设、公安等多部门参与的农民
工工资支付专项工作小组。每年免费举
办大型企业法人和人事经理培训班，并充
分发挥新闻媒体和门户网站的宣传优势，
关注重大案件、发布维权提醒、树立诚信
典型、曝光恶意欠薪单位。为确保农民工
工资能够及时支付，区人社局自去年 8 月
以来，联合各街道对辖区内 64 个在建项
目进行了全面排查。对支付农民工工资
存在压力的在建项目进行重点督查，协调
开发单位，责令用人单位按时足额支付农
民工工资；疏通投诉渠道，做到“有报必
接、有案必查、有查必结”；加大执法检查
和及时查办案件。对于农民工反映的拖
欠工资案件，快受理、快处理、快结案。对
于涉及人数多、欠薪额度大的案件，联合
公安、城乡建设等部门，限时清欠。

“晴空朗朗照花园，夕阳花
园更新鲜；老人坐在桃园内，谈
笑唱歌得清闲⋯⋯”

来到贵州省剑河县城雅园
小区，《经济日报》记者听到阵
阵悠扬的歌声。这是该县夕阳
红民歌队正在排练节目，一群
银发老人，深情地歌唱着。

2013 年加入夕阳红民歌
队后,“我已经离不开这个‘家’
了。”71 岁的舒翠莲老人告诉
记者，自从参加了民歌队后，自
己的精神面貌都为之一变。

舒翠莲老人来自剑河县南
加镇基立村，2007 年搬进县城
与儿子同住，由于人生地不熟，
老人起初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习
惯城里的生活。“除了做点家
务，就是看电视，没地方去，浑
身不自在”。舒翠莲说。

据了解，夕阳红民歌队组
建于 2013 年，队员年龄最大的
已经 90 多岁，最小的也有 70
岁，以前素不相识的老人们因
共同的爱好聚到了一起，组成
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剑河县副县长龙国金说，该县近年投入专项资金，加
强基础设施建设，派专人引导，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
动，在确保老有所养的基础上，实现老有所乐。

剑河县城是一座新迁建的县城。在规划阶段，就预
留了市民文化活动区域。近年来，该县相继建成了仰阿
莎广场、阳光广场等多个市民活动广场。同时，在社区建
设了一批老年活动室，配备了桌椅、棋牌、图书等物品，还
专门为老年人修建了门球场和乒乓球室，并免费开放。

作为老年文体活动的基地，剑河县老年大学联合老
年体协等单位，开办了舞蹈、太极拳剑、书画、民乐等 22
个专业班，学员将近 1100 人，专人授课。该县还引导成
立了老年人体育协会、民歌协会等 9个文体活动协会。

年逾古稀的杨秀能老人告诉记者，“不管是文艺爱好
者，还是体育爱好者，只要你愿意，都能找到适合各自特
长的组织”。

为了激发老年人参加文体活动的积极性，剑河县在
举办的“仰阿莎文化艺术节”、“六月六民歌节”等特色节
庆中，为老年人提供展示平台，调动了他们参加文体活动
的积极性。2014 年，该县组织 148 名老人参加各类文体
演出 6 场次。去年 7 月，“三步踩”舞蹈协会获得了“贵州
国际标准舞体育舞蹈全国公开赛”艺术创编舞二等奖。

一系列老年文体活动的持续开展，让老年人的精神
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往没地方去，要么在家打麻将，
要么上街闲逛，久而久之，身体越来越差，经常跑医院。
如今天天能锻炼，身体好、精神好，感觉越活越年轻！”86
岁的马万军老人告诉记者。

陈家湾村对旧村落进行改造，打造成乡村游景点，为

村民找到了致富路。

兴山县陈家湾村村民蒋家坤（右２）利用房前屋后空

闲地，栽种核桃树，每年可收700多斤核桃，收入1.5万元。

向元明（左），响应全县D级危房改造政策，建起了3层

共288平方米的小洋楼。

兴业强基 惠民富民
地处三峡库区的湖北兴山县，山高坡陡，溪流纵横，

人均耕地少。自 2014 年开始，兴山县每年安排财政资金

5000 万元，每年整合涉农项目资金 4 亿元以上，重点投向

“兴业强基、惠民富民”的惠民工程。1 年多来，全县农村

共改造 D 级危房 1373 户，硬化农村公路 350 公里，安全饮

水惠及 4 万人，消灭产业空白 8738 户。为解决农业产业

空心化的问题，兴山县围绕“三年消除产业空白村组户”

目标，大力实施“百村千组万户产业培植”工程。出台农

业发展扶持政策，鼓励农民发展畜牧、核桃、烟叶、果茶等

6 大特色产业，使不同地区的农民都找到了自己的当家

产业。 寒 歌 邹远景摄

去年12月28日，当安徽来安县杨郢
乡余庄村村民王建香拿到 13133 元血汗
钱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41 岁的王建香家住来安县最为偏远
的小山村里，家境本不宽裕，前几年公
婆因病相继去世，小叔子年纪轻轻就患
上了糖尿病，她和丈夫除了养活两个女
儿，还要给小叔治病。一到农闲时节，
他们就四处打工补贴家用。拿到企业欠
下的4个月工资，她不用再为过不好年而
发愁了。

为表达真诚的谢意，王建香和工友

代表吴耀声等6人自发来到县人社局，给
监察大队的工作人员送上锦旗。家住水
口镇联合村的张文明说：“我们的工资能
要到，多亏政府。”原来，当初企业停
产，工资停发，老板跟农民工解释说，
市场行情不好，工资先欠着。工友们对
此都理解，于是一等再等。去年 11 月，
县人社局、经济开发区、公安局等 11 个
部门联合开展全县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
专项检查，发现王建香等 39 人工资拖欠
问题，随即进行立案调查。调查中了解
到，这家企业共拖欠 39名农民工工资 41

万元。县人社局监察大队随即与企业法
人协商筹资事宜，经反复沟通并下发整
改通知书无果后，以涉嫌拒不支付劳动
报酬罪将这一案件移交县公安部门，在
公安部门和法律的震慑下，最终公司法
人同意还款，39 名农民工得以拿到拖欠
的全额工资。

“年终岁尾是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集中
爆发期，为保护农民工权益，来安县早
谋划、细排查，重清欠、严处置，确保
农民工按时足额拿到工资。”来安县人社
局监察大队负责人陈松亮介绍，县里专

门下发 《关于在全县开展农民工工资支
付情况专项执法检查的通知》，11个相关
部门组成联合行动组，在招用农民工较
多的建筑施工、公路、水利建设、加工
制造、餐饮服务及其他中小型劳动密集
型企业、劳务派遣企业、个体工商户等
重点领域开展地毯式摸排清查。

找准症结，细分责任；挂号督办，
销号清理。县里按照“属地管理、归口
管理”“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根据
梳理问题，确定 16 个清欠工作责任主
体，并明确责任人，包保到具体项目；
人社、公安、司法等职能部门积极联
动，开辟绿色通道，及时妥善处理农民
工工资拖欠问题。来安县加大督查力
度，从去年 12 月开始，实行农民工工资
清欠工作进展情况“旬报告”制，2016
年春节前 10 天，实行“日报告”制，逐
一销号。自去年 11 月以来，已为 478 个
农民工追偿工资720万元。

安徽来安：

挂 号 督 办 工 友 满 意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韩先秀

贵州剑河

：

老有所乐暖融融

本报记者

吴秉泽

通讯员

余天英

长沙雨花区:

有 案 必 查 有 查 必 结
本报记者 刘 麟

▷ 2015 年 12 月 30 日，河南省洛阳市两级人

民法院举行“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集中办理”集中

兑现活动，向 50 余位农民工发放执行款 500 余万

元。图为农民工代表领取欠薪执行款。

新华社记者 李 博摄
▽ 2015 年 11 月 28 日，浙江省台州市公安局

开发区分局民警向农民工讲解维权知识。

何文斌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