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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讨薪难题如何破解
编者按 临近春节，辛

苦一年的农民工是否能按
时足额领到工资，再次成为
全社会关注热点。近期，本
报编辑部收到一些农民工
读者来信，反映他们遇到的
讨薪难题。一些读者认为，
这既关系到农民工兄弟的
血 汗 钱 ，也 关 系 到 社 会 稳
定，必须要尽快落实政策，
形成制度完备、责任落实、
监管有力的治理格局，使拖
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得到根
本遏制。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治理拖
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对从根本上
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提出了明确要
求。在保障农民工工资方面，我们泗阳县
首创了“工资专户”制度、实行分档监控，取
得了良好成效。

一是有预有立，让用工者“不能”欠
薪。泗阳县在县住建局或指定银行设立

“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规定县内所有新
建和在建项目都必须按照工程造价，将申
请监管资金款额的 30%划入“农民工工资
专用账户”，作为企业预存保证金。企业
一旦发生欠薪事件，住建部门可动用这笔

资金发放农民工工资。有效地规避了被
动追讨农民工工资的风险。农民工不用
担心干活拿不到钱，政府也不再担心建筑
企业发生年底恶意欠薪现象的发生。

二是有管有控，让用工者“不敢”欠
薪。泗阳按照农民工工资是否拖欠、农民
工工资专用账户是否建立实行分档监控，
将企业分成三个档次：优质企业为 A 档，
一般企业为 B 档，较差企业为 C 档。对被
列为 C 档的企业，县住建等相关部门将实
行重点监管，提前介入被列为 C 档的问题
企业，约谈开发和施工单位负责人，对中
途欠薪事件及时予以化解。对用工单位

劳务信息实行“分类建册”和农民工“实名
登记”制度，让农民工明白工资支付、社会
保险、事故赔偿等责任主体，知道了“给谁
干活、找谁要钱”；住建部门也厘清了农民
工与用工方的工资关系。

三是有慑有禁，让用工者“不愿”欠
薪。将存在工程质量、安全事故、故意欠
薪、环境污染、管理混乱等问题的企业列
入“黑名单”管理，凡是被列入“黑名单”的
施工单位，一律取消其参加县里招投标资
格和新开工项目的施工许可，以此震慑欠
薪行为。

（江苏省泗阳县委 张耀西）

完善制度：给用工者念起“紧箍咒”

2013 年 3 月至 9 月，我们 24 名

来自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白银

市、临夏州康乐县的农民工，在兰州

市城关区青白石为江苏省扬州市宝

应县泾河镇清雅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朱清的车队务工，负责削山平地拉

土工作，老板当时承诺的月工资是

6000 元。该工程于 2013 年 9 月中旬

停工。当时老板只支付了我们少部

分工资，承诺剩余总计 318344 元的

工资款在当年 9 月 20 日该工程二期

开工后再给。

可是到了当年 9 月底，工程还

迟迟不开工，我们再去找老板朱清

时，发现他们已不见了踪影。我们

多次给他们打电话催讨工资款，他

开始说到 2014 年 6 月会开始二期工

程，到时一定结清我们的工资。但

到 2014 年 6 月，他的手机号码却成

了空号，直到现在，我们都无法联系

上朱清。我们向兰州市城关区劳动

监察支队反映情况，但由于找不到

直接欠款人，无法处理。劳动监察

支队于是建议我们去欠薪人所在地

江苏起诉。

我们 24 名农民工都来自贫困

地区，从没出过远门，也没钱起诉。

由于工资被拖欠，我们的生活十分

困难，希望有关方面为我们农民工

做主，早日为我们追回欠薪。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
县杓哇土族乡光尕村喇叭自然村
林付成口述 黄云生整理）

层层转包，

工钱该找谁要？

长期以来，建筑行业是拖欠农民工工
资的高发区。发生“恶意欠薪”的工地，往
往都是由于建设单位资金紧张，拖欠工程
款，最终拖累最末端的农民工。

这首先是由于建筑市场不规范。违
法分包、层层转包、垫资施工等乱象丛
生。建筑施工企业为降低成本，将工程劳
务包给出价最低的包工头，而且往往一个
工程经过 3 到 5 次转包，工人工资被拖欠
后，有关部门处理时存在认定上的困难。

其次，用工管理和工资支付行为不规
范。施工企业普遍采取平时只给农民工发
基本生活费，工程竣工后或春节前结清工
资等做法，将农民工工资与工程款捆绑在

一起，一旦工程款不到位，极易导致欠薪。
同时，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流动性
大，使农民工在追讨工资时缺乏证据。

再次，企业违法成本较低。目前工资
保证金等制度执行刚性不足，与用人单位
动辄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拖欠工资数
额相比，不足以起到震慑作用。

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涉及面广，
必须统筹协调，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
处。一是加大处罚力度，对恶意欠薪者要
追究刑事责任。加强对企业失信行为的部
门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对拖欠工资的失
信企业在政府资金支持、政府采购、招投
标、融资贷款、市场准入、评优评先等方面

依法依规予以限制，使失信企业“一处违
法、处处受限”，提高企业失信违法成本。

二是规范农民工工资支付行为，预防
和解决建筑业企业拖欠或克扣农民工工资
问题。督促各类企业依法与招用的农民工
签订劳动合同并严格履行，建立职工名册
并办理劳动用工备案。坚持施工企业与农
民工先签订劳动合同后进场施工，全面实
行农民工信息化实名制管理制度。

三是开辟农民工维权“绿色通道”，简
化处理涉及农民工的劳动争议程序，及时、
高效地提高农民工的维权效率，降低其维
权成本。

(安徽省颍上县 朱 波）

加强监管：提高企业违法成本

关注返乡创业

编辑同志：
我是福建省福清市江阴镇下石村张厝自然村

村民代表，我们村现有村民近 3000 人约 500 多户，
全村可耕地不足百亩，人均半分地都不到。然而在
耕地如此匮乏的情况下，有村民置国家法律和村民
的集体利益于不顾，强占村里的 30 余亩土地，修建
一栋没有任何部门审批手续的“黑”大楼。

该大楼在修建过程中，还填埋了村里的泄洪通
道，导致一到雨天，村里就形成内涝，对村民生命
财产安全构成威胁。而且该大楼既未经任何政府
部门审批，亦未经专业建筑机构设计，存在严重安
全隐患。

《土地管理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土
地，都必须按照原来批准的用途和性质使用；如果
需要改变用途，必须重新申请经过批准方可。未经
批准而改变土地用途的，即为违法用地”。据了
解，被强占的土地性质属于国有土地，占地盖房行
为已经侵犯了土地所有权人下石村集体的合法权
益。为此，我们几位村民代表多次向当地国土资源
局等相关政府部门反映情况，但始终未能得到解
决。我们村民们恳请贵报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希望
有关部门严格执法，对未经批准、擅自占地建楼的
行为进行打击，早日拆除“黑”建筑，还地于村民。

福建省福清市江阴镇下石村 张小金

拆除“黑”建筑还地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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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会出现“年年干活年年欠、年
年欠薪年年讨”的怪圈，一方面是由于企
业管理不规范所致，但另一方面也与部分
农民工法律意识淡薄，自我保护意识差
有关。

如今的农民工多数为 80 后、90 后，虽
然大多有初、高中以上学历，但法律知识
欠缺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由于农民工
流动性大，许多人不愿意也不重视签订劳
动合同，同时也不注重保留相关劳动关系
证据。很多农民工为图方便，甚至仅与企
业签订口头合同，跳槽后再回原公司讨要
拖欠工资时，部分企业不认账，导致出现
劳资纠纷。由于没有劳务合同，也没有相
关证据，主管部门也很难替农民工维权。

此外，由于讨薪维权周期长、成本高，且执
行困难，使得不少农民工对走正常渠道讨
薪望而却步。

通过加大普法宣传，让农民工知法懂
法，才能提高农民工维权意识和维权能
力，从而在根本上解决讨薪难的基础。

首先，要提高农民工的合同意识。政
府部门、社会团体可以通过发放手册、举
办讲座、集中咨询等方式，多角度向农民
工宣传与其相关的法律，包括《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障法》等，使他们
懂 得 相 关 法 律 规 定 ，重 视 劳 务 合 同 的
签订。

其次，农民工增强维权意识。在劳动
过程中，双方一旦发生劳资纠纷，农民工

可与用工单位协商处理，也可向当地劳动
执法部门举报，由劳动部门监察人员协助
解决，也可以到各地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
请仲裁；不服仲裁，可以到人民法院起
诉。劳动者讨要工资方式方法有多种，但
作为弱势的劳动者，更应当保持冷静，切
忌采取不理智的过激行为。

同时，要加大法律援助力度。各地司
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进一步加大
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力度，宣传、解答农
民工普遍关心的劳动合同纠纷、劳资报酬
纠纷、工伤保险待遇、人身损害赔偿等热
点问题，降低法律援助启动门槛，拓宽法
律援助范围，简化审批程序。

（中国海监威海市支队 石志新）

普法宣传：增强农民工维权意识

读党报也是一种“投资”

我是山西太行山革命老区左权县麻田镇一位
基层乡镇退休干部。40 多年来，我一直坚持订党
报、用党报、读党报，现在，我的党报摘记已有 40 多
本、笔记百万字。我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
家：读党报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

我工作生活在贫困山区农村，一辈子与农民、
与土地打交道，深深体会到信息闭塞给农民的生产
生活带来的诸多不便。上世纪 70 年代，我们这里
冬季蔬菜品种非常单一，只有山药蛋和红白萝卜，
当时人们还没有种大白菜的习惯。我从《山西日
报》上看到省农科院培育出杂交大白菜新品种的消
息后，就专程赶到省城引回新品种在公社试种。引
进的大白菜具有抗病、包心儿瓷实、口感好等优
点，当年亩产达到 1 万多斤。第二年，杂交大白菜
由全公社推广发展为全县推广，不仅改变了贫困地
区农民冬季蔬菜品种单一问题，还让许多农民由此
走上致富之路。

1999 年，我担任麻田镇副镇长，订阅了《人民
日报》《经济日报》等党报，别人业余时间打牌下
棋，我却用来读书看报。从党报中，我不仅了解了
党的新政策，而且收获了重要信息。我在挂职担任
东安村党支部书记时，村里小学条件非常差，我从
报上看到企业捐款建设希望小学的消息后，我报着
改善村里办学条件愿望，写信给报纸，并很快得到
回应。在上海宝钢集团捐助下，东安村建起了全县
第一所希望小学——宝东希望小学。随后，全县又
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建起了 10 多所希望小
学，让农村的孩子有了更好的学习环境。

几十年的基层工作让我了解到，党报是传达党
的方针政策的有力载体，也是党密切联系人民群众
的纽带。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我通过读党报，
提高了自身修养，也使我加深了对党的农村政策的
深刻理解，同时还能够借鉴其他地方的工作经验，
使自己工作起来更加得心应手。同时，我还积极为
党报投稿，向上级反映农村基层党建和扶贫攻坚工
作情况，为老区农村经济发展作出一点贡献，这也
是读党报对我的回报。

如今，随着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快速普及，信
息传播渠道呈现多样化、快速化，让人们感觉眼花
缭乱，不少党员干部也变成了“手机控”“低头族”，
对此，我深感焦虑。我认为，党报党刊依旧是深刻
理解党的精神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自身修养、学
习政治规矩的最佳读本，党报党刊在传递正能量、
批驳歪理、凝神聚气、提振民心等方面的作用，是
其他媒体所无法替代的。基层党员领导干部不但
自己要保持读党报的好习惯，还要培养、带动身边
的人也要养成读党报的好习惯，更准确地理解党的
方针政策、更好地开展工作、更务实地服务人民群
众。 (山西省左权县麻田镇 吕彦文）

上图 1 月 20 日，江西峡江县一服装厂的 24 名女工领到了被拖欠的工资。为确

保农民工春节前夕能领到工资回家过年，该县成立由人社、公安、法院、工会等 9 个部

门组成的农民工工资清欠小组，确保农民工能及时、足额领到工资。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下图 1 月 16 日，

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

民法院通过联动执法，

将追回的 119 万元工资

款集中发放到来自贵州

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黄

土乡的 20 名农民工手

中。图为农民工领到法

院开具的现金支票。

戚善成摄

针对恶意欠薪事件，既要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还要健全机制，实现行政执法
与刑事司法联动。

严格执行劳动合同制度。加强对用
人单位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的监督指导
和备案；不折不扣地落实农民工工资保证
金制度；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制度，
掌握用人单位工资发放情况；建筑开发企
业和总承包企业必须对所承包的工程全
面负责，严格按合同履约，按期拨付工程
进度款，并保证每笔工程款必须优先支付
农民工工资，禁止以任何理由挪用、克扣、

拖欠农民工工资。
形成部门联动机制。由政府牵头，人

社、住建、交通、公安、水利、工商、工会等
部门联动，督促并协助用人单位建立农民
工实名制台账，完善信息登记、考勤记录
于一体的“实名制”监管系统，确保工资能
够按时足额直接发给民工本人。

加强督办监管。我们吉安县在受理
劳动保障维权投诉时，按“属地管理、辖区
负责”原则，本着快登记、快汇报、快立案、
快查处、快结案的原则，在最短时间内处
理投诉举报案件，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近两年来，该县受理劳动维权案件 311
件，以调解形式结案 278 件，调解成功率
达到 90%。

形成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联动。人
社部门要通过电视电话、微信、微博等，畅
通欠薪举报投诉渠道，对举报投诉符合立
案条件的做到快立快查，依据可证明劳动
用工、欠薪数额的相关证据，责令用人单
位或欠薪主体限期支付劳动报酬，并通过
走访调查、指定调查、现场协查等方式，加
大对欠薪案件的立案查处。

（江西省吉安县人社局 肖子杏)

健全机制：行政与司法形成联动

2011年 12月，我负责组织 81名

民工去云南省沧源县保障房“佤源

福苑小区”工地三标段务工，2013

年 6 月，全部工作完成并验收合格，

老板签字认可，但工资迟迟未发到

我们手中。2014年 10月 28日，经云

南省沧源县人社局核实，欠我们农

民工工资前后共计 858671 元，至今

未付。

没拿到钱的原因，是当初工程

农民工工资保障金未交，而且工程

是层层转包。据了解，“佤源福苑

小区”保障房项目由沧源县城投公

司招标，工程经过多次转包，我做

的三标段由四川广安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江西鑫业集团有限公司中

标后，转给云南汉庄建筑有限公

司，该公司又转给无资质的个人老

板何星澍，何星澍又分包给个体老

板何立华、刁长久，我们在何立华、

刁长久那里做钢筋工程(包工不包

料)，欠我们工资的何立华、刁长久

目前已经联系不上，我们也不知道

该去找谁索要欠款。

由于拿不到工资，我四处借债，

给我请的这些工友发生活费，目

前已经负债 20 余万元。这些钱都

是我和我的工友们辛辛苦苦劳作的

血汗钱，期盼有关部门能够帮我们

追回欠款，让我和我的 81 个工友家

庭可以早日拿到钱，能踏踏实实地

过一个春节。

（四川省荣县墨林乡大石门村
王国洪口述 余元姣整理）

包工头跑了，

如何追回欠款？

图为该违法建筑已经建到第七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