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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启动，对查实欠薪行为做到“两清零”——

力保农民工按时足额领到薪金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韩秉志

□ 对查实的欠薪违法行为，各地区要做到“两清零”，即2020年发生的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国企项目以及各类政府与社会资本

合作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在2020年底前全部清零，其他欠薪案件在2021年春节前动态清零。

□ 记者梳理发现，近期江苏、河南、辽宁等多地相继发文，部署组织开展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

就
业
目
标
完
成
仍
需
久
久
为
功

白

丁

1009万人，今年前10个月全
国城镇新增就业交出优异答卷，
提前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虽然城
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的目标
任务较前两年有所下降，但在今
年各种风险挑战明显加大的情况
下，这一成绩来之不易。

纵观今年就业工作，很不寻
常。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就业工作
都造成了严重冲击。在经历了一
季度低迷开局后，城镇新增就业
稳步增长，调查失业率逐步下降，
就业形势呈现企稳趋势。从城镇
新增就业人数看，由 2 月份的 39
万人回升到近期每月百万人；从
调查失业率看，2 月份 6.2%的全
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近年来最高
值，但自4月份起逐月回落，10月
份已降至5.3%，低于控制目标。

就业形势能够逐步回稳，好
于预期，其根本在于党中央高度
重视就业工作，把就业摆在“六
稳”工作、“六保”任务首位，以更
大力度实施了就业优先政策。

解决就业问题具有长期性、
复杂性。当前，稳就业的任务依
然艰巨，尤其是不确定性因素仍
然较多。完成既定就业目标并不
足喜，仍需久久为功，争取实现更
多城镇新增就业。从就业总量
看，劳动年龄人口仍将保持高
位。受疫情影响，2020届高校毕
业生就业面临许多困难，目前仍
有不少高校毕业生处于求职状
态，2021届高校毕业生目前也已
进入就业市场，就业总量压力长期不减。同时，在经济结构调
整、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的结构性
就业矛盾更加凸显。如长江流域退捕渔民年龄偏大、技能相对
单一，加上疫情影响，这一群体的转产就业难度不小。随着就
业结构进一步转型升级，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转移到新经济新业
态中就业，劳动者权益保护和就业质量问题也需重点关注。

准确把握当前就业形势，既要看到困难、挑战，也要看到做
好就业工作的有利因素和发展条件。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
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经济发展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
的特征明显。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和高质量增长，将会大大减轻
就业压力。为顺利实现就业结构转型升级，需下大力气加强技
能培训，加快劳动力数量红利到质量红利的转换。同时，也要
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探索新形势下提高劳动者就业质量的
方式方法，让更多就业人员减少后顾之忧，安心立业。

岁末年尾，农民工能否顺利领取薪水回
家过节，备受各方关注。日前，国务院根治拖
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关
于开展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的通知》（下
称《通知》），决定从 2020 年 11 月 6 日至
2021年春节前，在全国组织开展根治欠薪
冬季专项行动。

《通知》要求，对查实的欠薪违法行为，
各地区要做到“两清零”，即2020年发生的
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国企项目以及各类政府
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
在2020年底前全部清零，其他欠薪案件在
2021年春节前动态清零。

记者梳理发现，为确保农民工按时足额
拿到工资，近期江苏、河南、辽宁等多地相继
发文，部署组织开展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

当前劳动关系总体和谐稳定

据了解，此次专项行动以贯彻《保障农
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为抓手，以招用农民工
较多的工程建设领域和劳动密集型加工制
造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为重
点，对岁末年初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及工资
支付保障制度落实情况开展集中检查。

《通知》明确，各地区要落实“谁执法谁
普法”责任制，通过以案释法等多种形式，大
力宣传《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及相关
法律法规，提高企业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的
自觉性。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与人力资
源学院院长闻效仪认为，稳就业需要企业
尽量少裁员和不裁员，也需要政府实实在
在给予企业支持。因此，要树立同舟共济、
损失共担的解困原则，防止出现“政府让企
业承担风险，企业向劳动者转嫁风险，劳动
者向社会表达风险”的恶性循环。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人社部门向社会公
布重大欠薪违法行为1167件，列入拖欠农
民工工资“黑名单”信息587条。同时，通过
加强劳动保障监察，人社部会同相关部门开
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执法行
动，共出动执法人员11.9万人次，检查各类
用人单位12.2万户次。

“今年前三季度，劳动关系总体保持和
谐稳定。”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卢爱红近期表
示，人社部会同相关部门制定车辆登记、银
行账户、不动产登记查询规定，完善《保障农
民工工资支付条例》配套措施，根治欠薪工
作积极推进。

提升根治欠薪整体工作水平

记者从地方人社系统获悉，为切实做好
元旦和春节前根治欠薪工作，全国多地对根
治欠薪整体工作采取行动。

近期，宁夏对各市、县（区）2020年度保
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开展互观互检和明
察暗访活动，重点检查各地在建工程项目施
行《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特别是实名
制管理、工资专用账户、总包代发等制度情
况，以提升根治欠薪整体工作水平。

辽宁有关部门决定，从 11月 11日至
2021 年春节前，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
2020年度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重点对
招用农民工较多的工程建设领域、劳动密集
型加工制造及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乡
镇、村级道路、扶贫安置房、学校改造、水电
管网、亮化工程等项目，发生过欠薪的企业
和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隐患的其他企业实
行集中排查和整治。对排查发现的欠薪问题
和欠薪案件，即时登记、即时立案、即时
办理。

河南明确，今年12月1日至2021年春
节前为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执法检查阶
段。各级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
要加强统筹协调，抽调执法人员，开展联合
执法，对重大典型欠薪案件挂牌督办，建立
健全工作台账，实时掌握欠薪企业、欠薪人
数、欠薪金额情况，坚决做到欠薪问题不解
决不销账。

为进一步畅通劳动者投诉举报渠道，人
社部在部门户网站建立“根治欠薪进行时”
专栏，公布了全国所有地级市劳动保障监察
机构接受投诉举报的方式，指导地方开通微
信、微博等新的投诉举报方式，确保农民工
投诉有门。

打通劳动纠纷调解仲裁渠道

日前，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印发通
知，部署实施劳动关系“和谐同行”能力提升
三年行动计划，明确自 2020 年 9 月份至
2023年9月份在全国范围实施“和谐劳动关
系百千万计划”“重点企业用工指导计划”和

“企业薪酬指引计划”，以期改进和完善对企
业劳动用工、工资分配的指导和服务，提升
劳动关系公共服务能力和基层调解仲裁工
作效能。

“今年前三季度，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调
解仲裁扎实开展。人社部制定法律政策适用
指南，指导各地依法加快处理涉疫情争议案
件，并继续推广使用‘互联网+调解’服务平
台。”卢爱红说。

记者从地方人社系统获悉，部分地区推
进拖欠农民工工资争议速裁庭建设，为农民
工保“薪”护航。比如，山东济南市对拖欠农
民工工资争议案件实行全程优先处理，根据
案件性质和复杂程度科学分类，灵活确定举
证期限，采用电话、短信、电子邮件等简便方
式送达仲裁文书，快速进入庭审程序。

今年9月份，山东桓台籍农民工巩某在

某建筑工地务工结束后，老板以种种理由推
脱，拒不发放工资报酬，甚至玩起了“消失”。
巩某母亲身患重疾急需治疗，家庭本就困
难，遭遇欠薪无疑是雪上加霜。速裁庭工作
人员了解到巩某情况后，立即启动仲裁简易
程序，迅速查明并协调该安装公司及包工头
到现场处理，当事三方达成协议，当日巩某
就拿到了报酬。

“农民工工资得不到及时支付，往往会
影响到一个家庭最基本生活需求。速裁庭针
对家庭生活困难，急需支付诊疗费用或缴纳
子女学费的案件当事人，在查明情况后，充
分发挥先行裁决、先予执行裁决和当庭裁决
等仲裁制度优势，尽可能用最短时间实现案
结事了，让农民工辛苦钱早日落袋为安。”济
南市人社局有关负责人说。

北京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认为，
我国目前应当本着构建多元化、多层次、多
渠道、全方位调解组织体系的原则，积极发

挥行业调解组织和区域性调解组织作用，打
通劳动纠纷调解渠道，积极鼓励当事人通过
调解平息争议。

“具体来讲，应不断拓展人民调解工作
领域，大力推动人民调解工作向行业、区
域延伸，逐步构建起一个全域覆盖、区域
为主、高效快捷的劳动纠纷行业、区域调
解组织体系。”皮剑龙指出，一方面，应在
商品集散地、经济开发区等劳动纠纷多发
地带建立区域性人民调解委员会，使人民
调解组织形式不断丰富，工作网络日臻完
善。另一方面，随着各行业经济迅速发
展，建议根据各行业自我管理的自治性特
点，开始探索建立类型化、行业性及专门
性纠纷解决机制。例如，在网约车、餐饮
服务、建筑业等容易引发劳动纠纷的行
业，建立行业性劳动纠纷调解组织，力争
实现劳动纠纷调解组织行业化，劳动纠纷
调解结果标准化。

日前，《湖南省2020年根治欠薪百日攻坚冬季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印发，决定从2020年

11月6日起至2021年春节前，在全省组织开展2020年度根治欠薪百日攻坚冬季专项行动，

确保农民工能安心回家过节。 徐 骏作（新华社发）

11月13日，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鲁家院子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点居民在制衣扶贫车间内工作。近年来，云南省昭通市

镇雄县以产业扶贫为抓手，结合易地搬迁政策，将扶贫车间引

入村民安置点，帮助搬迁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王冠森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