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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黄海波、刘玉龙

  “我们拿到钱了，感谢大家的关注。”距离虎年
春节不到一个月时，来自四川眉山的建筑施工企
业负责人王富，终于拿到了总承包单位支付的 60
万元工资，“手下的兄弟们可以安心过年了”。
  2021 年 11 月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坚决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扎实推进根治欠薪
冬季专项行动，越来越多农民工安“薪”返乡。
  对于近 2.9 亿农民工来说，拿到钱过好年，是
最朴素的愿望之一。然而，年关将至，记者通过国
家政务服务平台等渠道提供的线索发现，在建筑
工程领域，仍有不少农民工忧“薪”忡忡。有的虽然
项目已停工但还留守工地讨薪，有的辗转多地，希
望在春节之前替工友也替自己要回应得的公平
公正。

担心离开工地后，再也要不回钱

  1 月 17 日，时值四九寒冬。天还没亮，50 岁
的胡文兴就早早出门了。去讨薪的地方不到一小
时车程，老胡内心有些忐忑，担心这一次依然无法
要回被拖欠的 100 多万元工资。
  老胡的微信名叫“建筑郎”，做木工近 30 年，
常年带着 20 多个亲戚朋友“转战”大大小小的工
地。2021 年 3 月至 12 月，他们在河北省定州市
某项目打工。眼看春节快到了，工资却还没着落。
  “元旦前，包工头说建设单位让再等等，春节
前肯定结算。”老胡说，大家还是很担心，于是就和
包工头一起到工地找项目经理。
  “项目经理只说再等等，不敢承诺春节前结
算。”胡文兴说，1 月上旬到当地劳动监察部门反
映了问题，但几经波折，至今没有一个准信，大家
只能干着急。
  公开资料显示，胡文兴所在的项目由保定德
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承建方为河北保定
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易县华硕建筑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
  张成和七八个工友从 2020 年 5 月至 2021
年 8 月也在该项目做钢筋工，“目前被拖欠 17 万
元”。
  据他透露，从去年 8 月起，就有工友到当地
劳动监察部门反映被拖欠工资，大家意见比较大，

“拖欠的不仅仅是 2021 年的，还有很多是 2020
年的”。
  相比胡文兴、张成等人，远在吉林四平的王军
运气好一些，尽管讨薪过程同样曲折。
  进入腊月，四平最低气温达到零下 20 多摄
氏度。所在项目早在 2021 年 9 月就停工了，但为
了讨薪，来自江苏省南通市的王军和其他 7 名工
友选择住在工地活动板房里，没有暖气，全靠“小
太阳”和厚厚的大棉服撑着。
  “我们前年 3 月进场开工，前 4 个月每月收
到 3000 元的生活费，之后就没了。”王军细数到
手的钱，干了将近两年的活，一共才拿到 19423
元工钱，还差 81376 元。
  去年春节，王军因为疫情没有回老家。今年，
大家都盼着早点回去与家人团圆，但又担心离开
工地后再也要不回工钱，只能选择暂时待在东北。
  “劳务公司的人总说再等两天。”王军说，一等
就是好几月。2021 年 12 月 2 日，他们到四平市
劳动监察大队反映欠薪问题，先后提交了劳动合
同、工资登记表等材料。此后一个多月，他们多次
去劳动监察大队打听进展。
  经过当地有关部门协调，1 月 14 日，王军和
工友终于足额拿到了被拖欠的工资。

干的越多拖的越多，还可能被“套”

  “为了保障项目进度和质量，施工方通常不会
拖欠农民工工资。”山东某建筑施工企业负责人杨
扬说，工程造价款支付不及时、不足额，是企业难
以及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的主要原因。

  杨扬举例说，他的公司 2020 年中标两个
房地产建设项目，合同暂定金额近 6 亿元。施
工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为：“自开工之日起十二
个月内，付至签约合同价的 40% ；自开工之日
起 二 十 四 个 月 内 ，付 至 签 约 合 同 价 的
70% ……”目前，两个项目施工产值超过 3.4 亿
元，按约定发包单位应支付约 2.4 亿元，但实际
仅支付了 1.3 亿元，公司垫资超过 2.1 亿元。
  “过去一年原材料大涨，银行贷款又难，我
们垫了这么多钱，压力非常大。”杨扬说。
  江西一施工企业驻宁夏项目办负责人周
敏也表示，在疫情和房地产政策多重影响下，
企业资金周转本身就很困难，如果投标时无法
判断建设方资金是否充足，就存在被“套”的
风险。
  “我们投标时，只能根据建设方公示的资金
来源判断是否充足，比如财政拨款等，但无法核
实真伪。只要项目开工，人员进场，就会产生人
工费用，如果这个时候建设方缺乏资金，我们施
工企业日子就会很难过。”周敏说。
  事实上，建筑领域不少项目存在低价合同、
超量执行的情况，总承包单位按低价合同支付，
导致施工企业资金紧张，影响正常支付农民工
工资。
  王富所在企业，常年在建项目差不多有四
五个，目前被拖欠的工程款超过 1000 万元，只
能靠自有资金维持运转，因为干的多被拖欠的
就多，所以也不敢多承揽项目。

一旦告到法院，业务也就没了

  在河南郑州一项目做墙面抹灰的曹林，和
同一工地上的 28 名老乡，累计被拖欠工资
44.3 万元。向当地劳动监察部门反映后，从建
设单位要回了 8 万元。
  “一位工作人员建议我们去法院起诉。农民
工出来挣钱，哪有钱请律师？”曹林说。
  2013 年 11 月，来自四川泸州的黄晓东承
包了贵州黄果树风景名胜区教师住宅小区的部
分劳务工程。
  据了解，该项目由贵州金圣智博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开发，贵州六盘水市市政工程公司
承建。
  项目在 2016 年 1 月进行了结算。黄晓东
提供的结算清单显示，六盘水市市政工程公司
应支付他劳务费总计 547 万余元。
  黄果树风景名胜区教育局 2016 年 1 月 15 日
出具的信访问题的回复称，投资方拟于当月底前
筹资 300 万元至 400 万元，用于解决该项目的工
人工资。那次，黄晓东收到了 90 万元。

  2016 年 4 月，黄晓东将六盘水市市政工程
公司告上法院。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县人民法院审
理认定，六盘水市市政工程公司拖欠黄晓东劳务
费 4578561.1 元。2019 年，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此案进行二审后维持原判。
  但到目前为止，黄晓东仅收到小部分款项。
为了讨要这笔劳务费，近年来，他在四川和贵州
之间多次奔走，仅分两次拿到共 42 万元，仍有
415 万余元未要回。“年年讨薪，既无助又无
奈。”他说。
  “一共有 200 多名工人参与了该项目的建
设，工人每年都找我要工资，我借遍了亲戚朋
友，加上银行贷款，一共凑了 60 多万元，但只
是杯水车薪。”黄晓东说，有的工人由于拿不到
工资，甚至对他有过激行为。
  已经顺利拿到 60 万元工资的王富透露，
他们在成都还有一笔 50 万元的项目款被拖欠
了 3 年，正在走司法程序。他坦言，施工企业普
遍都是中小企业，为了能够与大企业长期合作，
不到万不得已，就不会撕破脸去上诉，“一旦撕
破脸告到法院，以后这家企业的业务也就接不
到了”。

  制度不断完善，多重因素导致落

实不力

  近年来，随着《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实施
细则》《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
等一系列文件的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
  但多位受访人士反映，相关制度在实践中
有待进一步发挥作用，尤其在农民工工资专用
账户、审计、履约担保等方面，存在制度落实不
到位等问题。
  “虽然施工总承包单位按照有关规定开设
了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
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但什么时候拨付资金、拨
付多少全由其说了算，银行、施工单位都管不
了，也不愿多惹事。”上海某建筑企业负责人李
泽说。
  为了稳步有序推动建筑业企业工程项目复
工复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曾于 2020 年初发
布相关通知规范工程价款结算，通知提出：“政
府和国有投资工程不得以审计机关的审计结论
作为工程结算依据，建设单位不得以未完成决
算审计为由，拒绝或拖延办理工程结算和工程
款支付。”
  李泽坦言，上述通知在实际执行中并未完
全到位。不少重点项目在年前完工，却一定要等
第二年后半年审计出来，才支付工程款。

  吉林某施工企业负责人戴明明反映，发包
单位未实施履约担保，是工程款被拖欠的原因
之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加快推进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行工程担保制
度的指导意见》明确，招标人要求中标人提供履
约担保的，应当同时向中标人提供工程款支付
担保。
  “施工企业的履约担保早就实现了，但发包
方处于强势地位，有时并未提供工程款支付担
保。”戴明明说，不能片面强调施工企业的履约，
而不强调甲方履约，希望尽早推动建设单位实
施履约保函。

讨薪不止一条路，援助不止一群人

  在江西省南昌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公
益律师王惠几乎每天都要处理农民工讨薪案
件。到目前为止，已累计为农民工追回了数千万
元欠薪。
  尽管经验丰富，但这位公益律师也有无力
的时候。有些农民工找到她，说自己被拖欠多少
工资，但手上没有证据，甚至连工地出入证都没
有。还有的农民工尽管手上有欠条，但打欠条的
人没有注明身份证号，也影响律师援助。
  农民工讨薪时口说无“凭”，或举证苍白，也
是造成劳动监察部门追讨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基层办案人员坦言，反映诉求时往往只有一张
欠条、一个电话号码，加大了办案难度。
  除了农民工自身增加法律意识，受访业内
人士还给出了如下建议。
  ——— 签署正规劳动合同。周敏说，部分用人
单位为了规避社保等用工成本，会避签劳动合
同。与此同时，一些年纪偏大的农民工，文化水
平较低，不识字或看不懂劳动合同，怕上当受骗
而不愿签订劳动合同。
  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劳动保障监察执
法局办案人员杨旭东建议，督促劳动者签订劳
动合同，增强及时止损的意识。只要第一个月
不按时发工资，就要第一时间寻求诉讼或投诉
等渠道，不要放任欠薪现象从小变大。
  ——— 用人单位保证资金充足再开工，依法
依规进行用工管理。周敏表示，施工总承包单位
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存储工资保证金，专项用于
支付为所承包工程提供劳动的农民工被拖欠的
工资，应该加强对建设单位的资金监管。
  ——— 主管部门履行好监管责任，守土有责、
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相关条例明确规定，住房
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等相关工程建设主管
部门按照职责履行行业监管责任，督办因违法
发包、转包、挂靠、拖欠工程款等导致的拖欠农
民工工资案件。
  部分基层办案人员表示，有些行业主管部
门依然监管缺位，办案中仍能发现违法分包、转
包现象，而这些劳动监察部门前期无法介入监
管，只能后期收拾“烂摊子”。建议行业主管部门
严格准入或审批标准，禁止建设或施工单位进
行主营业务转包，维护建筑市场秩序。
  王惠经常提及一个讨薪案例：两年前，一名
揣着欠条的农民工，路过南昌市总工会职工服
务中心，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走进她的办公室寻
求帮助。
  “他和另外两位工友一共被拖欠了 3 万多
元，而且证据充分。”王惠回忆说，帮他们讨薪
时发现，同一工地还有三四百位农民工被欠
薪，于是她向工会汇报，工会又联合劳动监察
部门和媒体机构，共同帮助这三四百人拿到了
工资。
  在这位公益律师看来，农民工讨薪不止一
条路，援助也不止一群人。劳动监察部门、法律
援助中心、各级工会组织、媒体机构应该形成合
力，共同帮助农民工纾困。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参与采写：谢建雯、郑明鸿、林强）

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让越来越多农民工安“薪”返乡，但仍有人忧“薪”忡忡

年底讨薪人：担心离开工地就再也要不回钱

  南宁市武鸣区位于广西中南部，地处

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北回归线穿过境内，日

照充足、雨量充沛，无霜期长，得天独厚的

区位优势和气候条件，使“武鸣沃柑”成了

北纬 23 度的“味觉奇迹”。

  沃柑是“坦普尔”橘橙与“丹西”红橘的

杂交品种，属晚熟杂交柑桔品种。武鸣区

从 2012 年开始引进沃柑，得益于武鸣独

特的气候土壤条件，沃柑生长旺盛、早结丰

产、高糖多汁、外观漂亮、挂果期长、耐贮运

等优势明显，生产的沃柑果皮光滑，皮薄肉

嫩 ，多 汁 味 甜 ，糖 酸 比 高 达 2 8°，营 养

丰富。

  近年来，“武鸣沃柑”先后获评中国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市场新锐品牌，获准注

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入选“中国特

色农产品优势区”等荣誉。“武鸣沃柑”种植

面积从 2012 年的 800 亩发展到 2021

年的 46 万亩，产量从 2014 年的 7334

吨增加到 2021 年的 120 万吨，占广西沃

柑种植面积三分之一，成为广西乃至全国

著名的沃柑产区和全国水果经销商聚集的

重要集散地，撑起武鸣农业经济的半壁江

山。2021 年－2022 年销售季“武鸣沃柑”

计划投产面积 45 万亩以上，总产量约

150 万吨，产值近百亿元，将成为百亿元

的水果产业。

文/林荣美 谭乔议

··广广告告··武武鸣鸣沃沃柑柑挂挂满满枝枝头头

武武鸣鸣沃沃柑柑开开园园仪仪式式现现场场

　　寒假已至，刘国
章依旧牵挂着学生。

“假期里，你们要给家
长 普 及 地 震 应 急 常
识，你们安全了，老师
才会心安。”这是刘国
章给放假回家的学生
们 说 得 最 多 的 一
句话。
　　刘国章是青海门
源县第一寄宿制初级
中学的校长。1 月 8
日凌晨 1 时 45 分，门
源 县 发 生 6 . 9 级 地
震，当时，腰椎严重受
伤的刘国章刚入睡，
便被地震摇醒。
　　顾不上伤痛，刘
国章挣扎着坐起，披
上衣服，抄起手机，开
车至学校。
　　十几分钟，刘国
章赶到学校。此时，操
场已是灯火通明，宿
管和先期抵达学校的
老师正在紧急疏散学
生，孩子们裹着被子
聚集在操场，广播声、
喇叭声、呼喊声交织
在一起……
　　“大家不要慌，各
班班主任在班级指定
位置召集学生，清点人数。宿管再到宿
舍楼清查。”刘国章站在人群中，紧急
安排现场工作，安抚学生情绪。
　　在他和老师们的共同组织下，该
校 1870 名学生分成三组，操场上的秩
序逐渐恢复，尽管学校墙体出现了大
裂缝，但无一名学生受伤。
　　门源县第一寄宿制初级中学共有
三个年级，该校近九成学生都是少数
民族，很多孩子来自偏远牧区。其中，
来自该县珠固乡寺沟村的学生离校
130 多公里。
　　地震发生当夜，由政府安排车辆将
学生们送回家中。当日 7 时 30 分，最后
一辆满载学生的公交车离开学校，此时
天空已泛白，校园内静谧安宁。
　　门源位于青藏高原东北缘祁连山
地震带，这一地带地壳运动活跃，历史
上曾多次发生震级较高的地震。
　　“汶川地震后，我们将防震减灾教
育纳入课堂，让学生心中紧绷安全
弦。”该校德育主任吴德忠说，考虑到
该校都是住校生，24 小时都要预防各
类安全隐患，学校充分利用各种机会
进行应急疏散演练。
　　常态化应急疏散演练成为一种无
形“手册”。每天的早操和课间操都可
以成为一次小型应急疏散演练，每学
期还有两次大型应急疏散演练，分别
在白天和夜晚进行。
　　刘国章说，平时学校对各班学生应
急疏散路线、出入楼门、出入操场门、站
队位置都做了详细规划和安排。“一旦
有突发事件，所有学生必须在 2 分 40
秒内从教室到达操场指定位置。”
　　宿舍紧急疏散也是重点。“每学
期，学校都会召开例会，给我们培训应
急疏散、食品安全等内容。地震等突发
情况下的疏散流程，我们已经演练许
多遍了。”学校宿管员李慧说。
　　经过日复一日的演练和培训，“手
册”虽无形，但已深深刻进每一位师生
的内心，随身携带、时时“翻阅”。这本
无形的“手册”已经从学校走入了每一
个孩子的家庭。
　　“我们探索‘小手拉大手’模式，鼓
励学生将在学校学习到的应急疏散知
识讲给自己的家人，让防震减灾教育
发挥更大作用。”刘国章说。
      （记者柳泽兴、李琳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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