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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欠动态清欠动态G

江苏两个月讨回欠薪1.33亿元
本报讯（记者黄洪涛 王伟）“自 2021 年 11 月至 2022

年 1月 10日，全省已排查用人单位 5.94万户，为 2.16万名

农民工追发工资 1.33 亿元”……这是在江苏省人社厅与

公检法等司法机关 1 月 14 日联合召开的“保障农民工工

资支付工作”新闻通气会上通报的全省根治欠薪冬季专

项行动成果。

江苏省公安厅通报，2021 年江苏公安机关共立案侦

办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 195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23
人。全省法院建立了涉农民工案件立案、审判及执行全

过程绿色通道。设立“民生立案”专项窗口，主动为经济

困难的农民工减免或缓交诉讼费，协助申请法律援助。

优先审理欠薪案件，充分运用简易程序、小额速裁程序

等，提高审判效率。

2021 年全省法院审结各类欠薪民事案件 3 万余件，

生效判决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 60件，判处 62人有

期徒刑、拘役等刑罚。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通报，2021 年全省检察机关共办

理涉农民工讨薪案件 4194 件，帮助追索劳动报酬约 1.87
亿元。其中，提起刑事公诉 58件，民事支持起诉 3748件，

向行政机关发出检察建议 27件。在坚决依法打击、惩处

恶意欠薪犯罪，有效发挥法律的惩治和震慑作用的同时，

检察机关落实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贯彻少捕慎诉慎押

刑事政策。

目前，江苏省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已抽调精干力量，组织督导组对 13个设区市根治欠

薪工作进行全覆盖、全流程检查，督促落实根治欠薪属地

责任和工资支付主体责任。

本报讯（记者康劲）“建设单位、总承包单

位各承担 50%的比例，终于付清了拖欠我们近

2年的工资，几家单位联合出面确实进度快、

效果好。”1月 14日，农民工代表王先生通过电

话向甘肃省兰州市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反馈了这则消息。

有关人士表示，在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

工资问题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一笔欠薪居然

拖延 2年实属不该。在推进落实《保障农民工

工资支付条例》的过程中，各地还须认真核查

农民工工资“支付周期”，明确“月清月结”，树

“薪规”解“薪愁”，严防新的“欠薪”事件发生。

1月7日上午9时，兰州市根治拖欠农民工

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相关部门开展冬

季根治欠薪专项行动集中现场接访活动，工作

人员面对几位农民工的投诉深为震惊。

经过调查，总承包单位与某项目劳务公

司对该项目保障农民工工资“五项制度”落实

情况疏于监管，且对账务不及时核算，劳务公

司也未向总承包单位提交施工资料，双方无

法对工程及劳动用工情况等进行准确结算，

造成多位农民工工资被拖欠近 2年。

经兰州市人社局、住建局、交通委和兰州

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调解处理，最终达成一

致：劳务公司于 1月 8日将施工资料提交给总

承包单位，总承包单位对劳务费进行核算后，

于 1月 14日前和建设单位按照各承担 50%的

比例付清农民工工资。

如今，这起僵持近 2年的欠薪事件终于得

到圆满解决。兰州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的工

作人员表示，“当前，恶意欠薪事件虽有减少，

但推诿扯皮，不能按月、按期发放，仍然是当

前建筑业农民工欠薪问题的突出短板。”

据了解，2021年以来，仅通过“陇明公”甘

肃省欠薪线索平台，兰州市半年内就接收欠

薪线索 1328条，其中多数“欠薪事件”的矛盾

焦点集中在账务、工程的核算中。

《条例》规定，农民工工资“按照月、周、

日、小时为周期支付工资；实行计件工资制

的，工资支付周期由双方依法约定。”有关人

士表示，建筑业农民工就业灵活、流动性大，

月工、周工、日工、小时工和计件工“五种形式”

往往在一个项目工地上同时并存，极易造成

建筑施工管理中的混乱。同时，工资支付周

期也往往是施工企业、劳务公司和农民工之

间“口头约定”，为最终欠薪埋下隐患。

有关人士建议：针对类似现象，对建筑企

业的用工管理必须严格监管，杜绝施工企业、

劳务公司和农民工之间的所谓“口头约定”，

以书面形式在劳动合同、劳务协议中明确“月

清月结”，不给推诿扯皮、借故拖延留下制度

“空档”。

多个部门调解处理，两家企业共同承担

“我们终于领到了被拖欠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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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7 日，春运首日，在由北京西站
开往邯郸东的 G6737次列车上，在外务工
人员郭志军正戴着一次性手套整理口罩。
56岁的郭志军常年在海南三亚打工，和家
人聚少离多。今年春节，为了返乡过年能
和家人尽早团聚，他做了充分的准备。

“16日晚上坐飞机到北京首都国际机
场，再打车到北京西站，随便凑合一晚，凌
晨就能上高铁。”说起这次的返乡路，郭志
军把防护看得很重。他表示，之所以选择
这样的返乡路线，也是为了减少和人群聚
集的时间。

为了做好防护，在出发前，郭志军还特
意买了一包一次性手套，“走一路戴一路，
感觉闷热了，就找个没人的地方摘下来透
透气”。说起自己的防护措施，郭志军说：

“防疫人人有责，如果每个人都能防护到
位，疫情也会早日结束。”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一张电子卡解“薪”忧
本报讯（记者蒋菡）春节将近，在中国交通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集团”）投资建设的工程项目

上，超过 11.8 万农民工通过微信里的骄子微卡平台收到

了他们 2021年的最后一张电子工资单。

骄子微卡是面向农民工管理场景的综合信息化管

理平台，由中交集团联合腾讯开发。据了解，工人每天

上班在骄子微卡平台进行实名制打卡，打卡数据汇总至

管理平台用于工资核算发放。每月薪资发放前，工人都

会通过微卡进行一键确认。

目前，该卡已覆盖中交集团超过 320 个标段项目，

累计覆盖超过 11.8 万农民工，收集各类考勤数据 350 万

人次。

农民工工资发放难落实、工地管理无序、终端数

据不互通等一直是工程建设的“老大难”问题。对于

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大户”交通行业来说，尤其值得

重视。

“这个面向农民工管理场景的综合管理平台，创

造性地将移动端的微信小程序和施工项目相结合，切

实解决了我们建筑企业的管理痛点。”中交集团科学

技术与数字化部系统建设与数据治理处孙召春处长

表示。

中交机电局福州轨道交通 4 号线 3 标段机电和装

修工区项目经理李新告诉记者，因项目施工点多及交

通施工环境变化大的特点，传统闸机考勤打卡经常出

现纰漏。骄子微卡平台增强了考勤数据记录的可靠

性，也避免了因施工环境改变导致考勤管理上出现的

漏洞。

“以前我按过手印也刷过闸机，但还是常常因为工

资金额和包工头发生矛盾，现在手机里每个月定时收到

的电子工资单，把上班时间和金额算得清清楚楚，上班

上得很踏实。”农民工陈生说。

“铁鹰”行动为务工者出行护航
本报讯 针对近期务工流等客流增大，为确保春运期间

管内站车治安持续稳定，积极营造平安出行良好环境，山西

省临汾铁路公安处自 1 月 16 日起，集中开展为期 2 个月的

“铁鹰”专项行动，严厉打击盗抢骗、流窜犯罪活动。

据悉，该处坚持“以情导侦”，成立多支“铁鹰小分队”，

深度分析研判，强化重点线路区段、重点车站打击治理力

度，全面提升打击破案能力，全力为旅客群众安全出行、温

馨出行保驾护航。其中，务工流旅客将成为关注重点人群，

该处尽最大努力将确保在外打拼一年的务工者避免损失，

平安出行。 （李凯龙）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马安妮

务工者受第三方雇佣，在工地受了伤后，

与工地所属公司发生纠纷。公司认为，务工

者并非本公司人员招聘，不属于公司员工，双

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务工者却认为，自己是在

公司工地工作，未被制止即为认可，和公司存

在劳动关系。到底谁有理？日前，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和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了

这样一起纠纷，认定务工者与公司存在事实

劳动关系。

出了事却找不到雇主

2020 年 9 月，家住新疆和田的丁某发在

网上看到了刘某梅发布的招聘信息，通过联

系后，丁某发前往和田县的乡镇工地从事电

焊工作。当时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工作的第二个月，丁某发在工地院子的

公共道路上遇到了正在进行运输工作的某金

属制品公司叉车，该叉车急刹后，导致车辆上

的管子掉落，砸伤了丁某发。

之后，丁某发以刘某梅作为法定代表人

的某装饰工程公司为申请人，向和田县劳动

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双方存

在劳动关系。

但在仲裁庭审中，刘某梅表示自己只是

在某金属制品公司代为管理工地事务，但并

未得到该公司的书面委托。刘某梅说，自己

和某金属制品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朋友关系，

因自己负责后期该工地的装修装饰，因此前

期的钢结构安装也会代管，这一点某金属制

品公司是同意的。

出了事却找不到真正的雇主，无奈之下，

丁某发试着将某金属制品公司告上了法庭。

隔着第三方，务工者与公司是否
存在劳动关系？

在法庭上，对于某金属制品公司承建和

田县某乡镇钢结构厂房的方钢焊接项目，而

丁某发是在从事该项目电焊工作中受伤的事

实，双方均没有异议。

但某金属制品公司认为，方钢焊接工作

是承包给了刘某梅，应该是刘某梅承担责

任。然而，对此说法，该公司既没有证明与刘

某梅之间签订了书面承包合同，也没有双方

之间的工程款项能够证实事实上的承包关

系。因此，法庭认为某金属制品公司与刘某

梅之间不存在承包关系。

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

知》第一条规定，事实劳动关系是指无书面合

同或无有效书面合同形成的劳动雇佣关系以

及口头协议达成的劳动雇佣关系。

在本案中，某金属制品公司与丁某发

都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丁某发

提供的电焊工作也是某金属制品公司所承

建的项目组成部分。该公司招聘丁某发从

事电焊工作，而丁某发在工作现场受该公司

的劳动管理，虽然某金属制品公司委托了

刘某梅管理，但并不影响双方事实劳动关

系的成立。

因双方都满足劳动关系的基本条件，最

终一案两审，法院认为某金属制品公司和丁

某发之间建立了劳动关系。

在日常生活中，当劳动者没有签订劳动

合同时，判定事实劳动关系能够更大程度维

护劳动者权益。“劳动者在工作时应该签订明

确的劳动合同，还要注意自己留一份合同，保

护自己的权益。”新疆四维律师事务所专职律

师王婷说。

出了事却找不到真正的雇主

为别人帮忙雇的务工者是谁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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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专项行动追发工资7229万元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记者日前从青海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获悉，全省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取得阶段

性成效。截至目前，全省共检查用人单位 1970 户，立案

及协调解决欠薪案件 1112件，为 6904名农民工追发工资

7229.5万元。

据介绍，青海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各

地区、各部门切实扛起政治责任，密切协调配合，积极主

动作为，狠抓责任落实，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取得阶

段性成效，有力维护了广大农民工合法权益和全省社会

稳定。

青海省促进就业和根治欠薪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召开

全省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第二次工作调度视频会，通

报专项行动进展情况，安排部署了近期重点工作。要求

全省各地区、各部门继续加大欠薪隐患摸排，做到早发

现、早解决，严查用人单位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制度落

实，加强源头治理。同时，要加强舆情监测，主动核实办

理，及时报告情况，稳妥处置欠薪风险；强化责任落实，对

工作不力、频繁出现问题的地方和单位，采取约谈、通报

批评等方式，督促工作落实。

据悉，春节临近，青海各地区、各部门将坚决克服疲

劳厌战情绪，牢牢坚守根治欠薪阵地，以抓铁有痕、踏石

留印的工作作风，更加用心、用法、用情、用力，深入推进

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切实解决好拖欠农民工工资问

题，真正为农民工办实事解“薪”忧。

春运路上的

防疫自觉

本报记者 赵黎浩

春节临近，云南省昆明市环城南路环

城巷的一家理发店内比往常更显忙碌。记

者在店内看到，店内坐满了等待理发的男

性顾客，有不少是从其他地州来到昆明的务

工者，他们打算在启程返回老家前，仔细收

拾一下自己的形象，用更精神的样貌和家人

团聚。

记者发现，与市面上多数理发店不同的

是，这家店只做男士理发。

“他们理发时，就像是在你的头发上做

‘雕刻’。”第一次去店里理发的刘先生对剪

出来的发型非常满意，直夸“这下回家精气

神都上来了”。

这 家 理 发 店 实 际 不 到 30 平 方 米 ，于

2020 年 10 月初开业，由 28 岁的吴玮凌、23
岁的郑义和 21 岁的李虾伟三位小伙子共

同经营。店内的装修颇有几十年前的老店

风格，剃须刀、刮胡膏等工具也有一些仿古

味道。

店长吴玮凌告诉记者：“理发、修面、修

眉、剃须……单个顾客的服务时间要花费近

1 个小时，但是体验过精细修剪后，大家反

馈的满意程度还是很高的。”

吴玮凌从 2016 年开始创业，开过小吃

店 ，倒 腾 过 大 蒜 销 售 ，但 苦 于 找 不 到 方

向。一次和理发师朋友的聊天，让他回忆

起 儿 时 常 被 父 亲 带 到 老 顺 城 街 理 发 店 的

经 历 ，“ 我 们 都 很 怀 念 那 些 手 法 利 索 、手

艺精细的老师傅们，我也就萌生出开理发

店的想法”。在理发店的观摩，让他愈发

兴趣浓厚，随后毅然踏上前往上海的求学

之路。

求学之路艰辛且坎坷。初到上海当学

徒时，吴玮凌每天 10 点第一个到店，把修面

用 的 毛 巾 热 好 ，并 全 部 叠 放 整 齐 等 待 开

工。一天下来，他帮客人洗头 60 多次，只能

插空在理发师旁站着学习，用笔记本记下

不同理发师的理发步骤，晚上回宿舍再熬

夜温习。

别人用来休息的时间，吴玮凌就利用起

来进行实操训练，一次次用头模练习剪发技

巧。由于双手长时间泡在水里，手指缝也被

泡得发白。就这样，他凭借自己的倔强硬是

坚持了下来，终于在半年后学成归乡。

回到昆明后，吴玮凌辗转去过小理发店

和西服定制店做过理发师，随后结识了从当

地县城一路打拼到城市的李虾伟和郑义。

三个志同道合的“理发匠”决定一同创业，成

立自己的理发店。

吴玮凌告诉记者，理发店也需要打造具

有自身特点的店铺文化，商量后三人选定了

Barber 文化。据李虾伟介绍，Barber 一词强

调只服务男士，倡导注重自身形象整理，认

为干净发型和衣着是礼貌，给顾客带去好的

印象。

在李虾伟看来，Barber 文化如果能与国

内的传统理发技艺结合，或许能带动本土理

发师的职业发展，“我们同样也有穿白大褂

为别人理发、修面的理发师，90 岁的老理发

师依然还在为顾客理发，这背后有着深厚的

技艺沉淀。”李虾伟说。

在理发时，郑义会和顾客充分沟通，听

取顾客的想法后根据头型给出建议。郑义

告诉记者：“每个人的脸型、头型、发质、发量

都不一样，除了考虑这些因素，我还会根据

顾客上班的地方、职业来设计发型。”

要把男士理发做精细并不容易，要通过

轮廓修饰、色度调整、修容等手法，让顾客的

“第二张脸”更精神、更自然。

在一次为四川甘孜的小朋友义剪时，吴

玮凌发现剪完头发的小朋友整个人都变得

更加精神活泼，互相还好奇地讨论着各自

的发型，这让他感受到了理发的力量，“理发

改变的不仅是外形，还有内心，能给人带去

自信。”

吴玮凌说，以服务为本、以人为本，才是

自己所追求的工匠精神。“发型的变化和发

型师的变化息息相关，发型师新老交替时，

时代的精神面貌也在悄悄变化。”他希望能

通过自己和小伙伴们的努力，把以前的春城

理发店“找”回来。

头发丝上也有工匠精神

返乡前夕，理发师想为务工者带来“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