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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出打工的路上，吴兆合接到受伤的堂弟打来的电话。兄弟俩都是老实巴交的农

民工，靠在工地干苦力为生。在异地他乡受伤维权，吴兆合想不出任何好主意，更不知道

结局会怎样。茫然的他，拨通了手机里那个电话号码…… “临时银行”来了

本报记者 毛浓曦 本报通讯员 祝盼

“用人单位太赖皮了，交涉期间耍了无数

次手段，明明事实很清楚的工伤案件，我们却

经历了无数的艰难与辛酸，农民工维权怎么

这么难。”回想起自己和堂弟的维权经历，吴

兆合仍不住地感慨。

1 年多来，兄弟俩无数次处在崩溃边缘，

“不知道和责任单位的人发生过多少次争吵；

堂弟被医院的人抬着放到 1 楼大厅；我们住

的宾馆被停水、断电，甚至把我们赶出来；一

家老小跑了上千里，就为了得到别人同情，为

了证明我们农民工确实贫困……”

“维权 1 年多，真的太不容易了。”日前，

一个电话从山东泰安打到陕西西安，电话那

头，两个 40多岁的男人哽咽着，“现在赔偿款

终于拿到手了，感谢家乡工会和山东工会！”

打工受伤 维权遇困

2022 年 2 月 28 日，42 岁的农民工吴兆合

正在从陕西汉阴去南京打工的路上，堂弟吴

兆红打来电话，“现在医药费工地不给我缴，

医生催我出院，21 天的工资也没结，生活费

也不给，实在没办法了。”

春节前，吴兆合就知道堂弟在山东泰安

一隧道干活时被砸伤，腰椎骨折，一直在山东

住院，过年也没能回老家。春寒料峭，堂弟一

家的惨状浮上吴兆合心头：一家 7口，老父亲

80 多岁，老母亲瘫痪在床，3 个孩子大的 12
岁，小的只有 8岁。

“堂弟能打来电话，一定是走投无路了。”

最终，吴兆合将目的地改至山东泰安，踏上了

帮堂弟维权之路。

路上，吴兆合茫然地看着窗外，两兄弟都

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工，大字不识几个，靠在工

地干苦力为生。在异地他乡维权，吴兆合想

不出任何好主意，更不知道结局会怎样。

突然，吴兆合眼里一丝光芒闪过，他想

起了陕西职工帮扶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帮扶

中心）。

掏出手机，犹豫再三，他拨通了那个电

话：“叔叔，您好！我是吴兆合，最近我一个堂

弟在山东泰安打工受伤了……”

“你先不要着急，一定要依法合规维权，

去那边可以找工会，当地工会和我们陕西工

会是一家，我们共同协助你解决问题。”电话

那头，帮扶中心的法律顾问提醒道。

原来，2017 年，吴兆合在煤矿工作时患

上职业病，赔付问题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最终

陕西工会三级联动，几经周折，帮助他讨回应

得的工伤赔偿和社保补偿。

3 月 1 日，吴兆合到达山东泰安，见到憔

悴的堂弟，他很气愤，“这伤没好也不给看，工

资还拖欠着，更别说赔偿了，简直让人笑话。”

那两天，吴兆合按照陕西工会的指导，给

泰安市总工会打去电话，“对方很热情，细致

地问了具体情况，要尽快调查、核实。”

3月 3日，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来到医院协商，但最终不欢

而散。8日，吴兆合还在宾馆，突然接到堂弟

电话：“你快来，工地不交费，我被医院连人带

被子从楼上病房抬到 1楼大厅了。”

协商未果 陷入僵局

从 3月初得到消息，陕西省总工会、山东

省总工会以及泰安市总工会纷纷开始了紧急

行动。陕西省总领导极为关注，要求帮扶中

心迅速办理，并在协同推进上发力；帮扶中心

主任汪波将此事案列入“为农民工办实事”的

重点事案；公职律师刘敏第一时间打电话核

实情况；帮扶中心工作人员则不断安抚当事

人情绪，指导其依法合规维权……

3月 18日，陕西省总《关于陕籍农民工吴

兆红求助事项的商请函》发至山东省总信访

室，商请山东省总进一步关注和支持，帮助吴

兆红主张权利。

山东省总对此事案也非常重视，安排泰

安市总尽快介入调查。泰安市总工会督促项

目部支付吴兆红被拖欠的工资，并允许他回

宿舍休养，解决了吴兆红最急迫的生存与养

病问题。

最让吴兆红兄弟欣慰的是，就工伤认定

中最关键的“双方劳动关系问题”，经泰安市

总多次努力，最终协助吴兆红落实了双方的

事实劳动关系，并确定事故责任单位为分包

商四川擎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这是工伤认

定、伤情鉴定和后续赔偿的突破性一步。

5月 5日，泰安市人社局行文认定吴兆红

此次事故伤情为工伤。9月 9日，泰安市劳鉴

委确认吴兆红的劳动功能障碍程度为九级。

而后，责任单位对结果提出复议，吴兆红在山

东泰安又等了近 3 个月，直至 11 月 24 日，山

东省劳鉴委终局确认工伤九级。

然而，后续的赔偿问题又是一波三折。

加上 1 年的误工费，吴兆红兄弟找律师

事务所核算的赔偿金额为 32万元，责任单位

称找律师核算为 13万元。听到这个结果，吴

兆红兄弟吃惊又愤怒，“你找哪个律师事务所

算的，带我去看看。”

之后，吴兆红兄弟一等再等，赔偿一拖再

拖。经泰安市总组织，双方展开多次协商，但

陷入了僵局。

吴兆红的妻子带着 3个孩子辗转千里，从

老家来到工地，拿着户口本上的编号和名字让

责任单位负责人一一对照，希望得到同情，尽

快协商出结果，但责任单位仍不肯让步。

他们 6 人在山东泰安一待又是 40 多天，

直到 2022年农历腊月二十九，想着老人独自

在家，他们才从山东回到老家过年，赔偿款依

然没有着落，吴兆红受伤已经 1年多时间。

两地发力 迎来转机

2023 年农历正月十五刚过，维权心切的

吴兆红兄弟再次前往山东泰安。出发前，他

们通过电话向陕西省总倾诉了他们的愤懑，

最后哭着说：“走诉讼程序我们实在耗不起，

家里也没钱。”

2 月 17 日，事情发生了转机。由于责任

单位一再逃避责任、拖延时间，陕西省总决定

组成工作组，动身前往山东泰安，与山东省总

联合办理此事。

“我们山东工会对这件事责无旁贷，你们

不用亲自跑了，我们来解决！”得知陕西省总

的计划，山东省总回复。

2 月 18 日，山东省市区三级工会联合发

力，泰安市总工会主席约谈责任单位负责人，

向对方传达工会组织态度：“责任单位必须承

担起法律责任，若此事协商无法解决，工会将

为农民工提供律师代理的法律援助，势必维

权到底！”

当晚，山东省总传来佳讯，双方达成协

议。19日中午 12点，22万元赔偿款顺利打入

吴兆红账户。20 日一早，吴兆红兄弟拿着锦

旗，送到泰安市总，对他们 1年来的帮助表示

感谢。

21日，兄弟俩坐上了返乡的列车，历时 1
年多，在两省工会的协助下，吴兆红工伤维权

终获成功，但他们却没有想象中那么激动，在

安康站分别时，吴兆合反复告诉堂弟：“这钱

你一定要用好，真不容易。”

打工兄弟工伤维权一波三折，陕西、山东两地相帮终获赔偿

电话那头的哽咽声……

日前，在甘肃天水一建筑工地上，“临时银行”工作人员
为务工者采集影像、验证身份信息、办理银行卡。

考虑到农民工平时忙于工程建设，不便前往银行网点办
理工资卡，中铁建设集团西北分公司天水温泉小镇项目部及
时与天水建设银行马跑泉支行负责人沟通联系，共同开展办
卡服务，为工友开卡 300余张，微信绑卡 270余户，为准时发
放工资提供了保障。 本报通讯员 刘俊 摄

健康体检常态化

为保障各在建项目工人的健康和安
全，在提高工人健康意识的同时，降低现场
施工安全风险，落实“我为群众办实事”，近
日，中建八局南方公司深圳分公司为23个
在建项目的工人进行体检，覆盖工人超过
5000人。

健康体检项目包含了内科、外科、胸
透、心电图等常规项目，现场还提供免费早
餐，设置健康咨询等服务，向工友普及病理
及医护知识。

值得一提的是，为有效兼顾工人流动
性大的问题，此项爱心体检活动将贯穿全
年，按照每季度开展一次的频率，力争做到
常态化体检全覆盖。图为医护人员在项目
工地为工人听诊。

本报记者 刘友婷 本报通讯员吕立卓 摄

本报讯（记者康劲）“在外面打工，每个月

房租和日常花销就要 2000多元，在家门口干

活，不仅省下这些开销，收入也很可观。”钱爱

新是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娘娘坝镇李子村村

民，受益于“以工代赈”政策，走进离家不远的

天陇铁路项目部就业后，经过技术和安全骨

干的辅导和“补课”，短短几个月就学会了浇

筑、喷锚等技术，成了一名隧道施工骨干。

“食宿不用花钱，一月能挣 6000 元。”钱

爱新算起了经济账，等到年底，攒的钱可以添

辆小汽车开回家。

“以工代赈”是政府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工

程时，接受赈济者参加工程建设获得劳务报

酬，以此取代直接赈济的一项扶持政策，不仅

能改善农村地区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还为

致富增收创造了有利条件，缓解了当地就业

难题。

今年初，随着一大批基础设施工程陆续

开工，甘肃省政府及时印发《关于在重点工程

项目中大力实施以工代赈促进项目区群众就

业增收实施方案的通知》，部署在交通运输基

础设施领域推广“以工代赈”，进一步促进群

众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钱爱新和 157名当地村民由此走进了中

铁城投天陇铁路Ⅰ标总包部的多个项目部。

项目部专门为村民配置了技能培训“套餐”，

针对各工点工位需求特点，采取“培训+上

岗”“职校+工地”等方式，开展劳动技能、机

械设备操作和安全生产培训，务工群众培训

合格后持证上岗。

“在家门口工作，既有一份不错的收入，

还能陪着孩子，照顾老人。”在中铁二局天陇

铁路Ⅰ标四分部新麦积山隧道 5#斜井施工

现场，出渣班师傅候岁明的言语里透着开心

和幸福。

“截至目前，我们项目部就近招募村民

27 人，均已培训合格上岗，家庭收入有了稳

定保证，企地关系和谐稳定，确保项目施工高

质量推进。”中铁二局天陇铁路Ⅰ标四分部党

支部书记杨清宝介绍说。

据了解，天陇铁路是甘肃省境内天水市

至陇南市的国铁Ⅰ级单线铁路，是甘肃省第

一条全额投资、自主修建的重点铁路工程。

自开工建设以来，Ⅰ标总包部始终把“以工代

赈”项目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的总抓手，最大程度优先吸纳

项目区群众就近就业，实现稳定增收。

“以工代赈”促进增收致富，村民算起经济账——

食宿不用花钱，一月能挣6000元

重庆数字化赋能欠薪治理

微信扫一扫即可反映欠薪问题
本报讯（记者李国）“这个‘渝薪码’太方便了，微信扫

一扫就可以反映欠薪问题了，还可以查询处理进度！”近

日，重庆市渝中区快递员刘师傅通过扫描“渝薪码”反映

与公司的薪酬纠纷，平台指定辖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调

查处理，当天下午劳资双方达成 10天内支付薪酬的约定。

重庆市人社系统突出数字化的引领、撬动、赋能作

用，着眼“整体”，力求“智治”，完善工作端、服务端、治理

端“三端”建设，持续提升人社数智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

水平。以此解决劳动用工“取证难、示证难、认证难、存证

难”等问题，建设“渝薪无忧”数字平台，构建“一窗受理、

依法处置、分类协同、跟踪管理”的全闭环治理机制，有效

解决欠薪问题。

“渝薪码”于 3 月 22 日上线，分为举报投诉和渝薪服

务两大版块。在“举报投诉”版块，劳动者可以对全市范

围内的欠薪问题进行反映，并随时查询线索办理进度和

线下维权渠道。在“渝薪服务”版块，有求职招聘、法规政

策信息查询、重大违法行为公开、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

等功能，可为劳动者提供便捷的就业推荐、人力社保法规

政策查询等服务。

“聚焦欠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重庆着

力打造‘渝薪无忧’数字平台。截至目前，平台已经收到

20余条反映欠薪问题的线索，正加紧处理。”重庆市人力

社保局相关负责人说。

北京丰台启动“工会+法院”诉源治理机制

10小时为工人讨薪110余万元
本报讯（记者赖志凯）近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依托全区诉源治理工作网，用足用好多元调解、司法确认

制度，即时精准响应，启动“工会+法院”诉源治理机制，

在丰台区总工会、丰台区司法局的大力支持，院信访部

门、法警大队的全力保障下，不到 10 小时以诉前调解方

式为 28 名外地来京讨薪农民工成功讨薪 110 余万元，农

民工当日即收到近 90万元拖欠工资，让农民工依法讨薪

之路“零花费”“高效率”，确保农民工合法权益及时兑现。

据介绍，28 名农民工来自四川、内蒙古、湖北、河南

等地，日前从外地赴京，向某公司讨要 2018~2022年间在

河北涿州、霸州等 10个工程项目上的劳务费 110余万元。

这些农民工跟随陈某某外出务工，双方采取工程量

互相协商、生活费口头借支、劳务费滚动结算的方式工

作，无书面合同、书面记账凭证。某公司曾以商业承兑汇

票向陈某某公司支付近 90万元，但票据被拒付导致拖欠

农民工工资。上述农民工此次来京讨薪，未准备诉讼材

料，未与对方协商一致，希望法院帮助解决问题，尽快拿

到工资。

随后，丰台区人民法院启动“工会+法院”诉源治理

机制，邀请丰台区总工会监督配合调解进程，并及时开展

释法说理、情绪疏导等工作，与丰台区司法局法律援助中

心协调快速指定援助律师，帮助农民工准备诉讼材料，同

时开辟全流程绿色通道。经各方努力，某公司与 28名农

民工全部达成调解协议。

吉林四平调解三起劳动报酬纠纷案

法检联手成功为工人讨薪
本报讯（记者柳姗姗 彭冰 通讯员张馨月）“我们怀

着一线希望来到法院，非常感谢检察官的支持和法官的

公正处理，为我们讨回了工钱！”近日，吉林省四平市铁西

区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了 3 起工人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

市铁西区人民检察院出庭支持起诉，法检两院共同维护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我们仨在工地开罐车，老板总共欠我们工钱 3万多

元，他一拖再拖，我们至今一分钱也没拿到手。”3位工人

说。经了解得知，3位原告先后在被告处打零工，劳资双

方仅有口头协议，没有签订正式劳动合同。运输工程结

束后，被告方以资金紧张为由一直没有支付劳动报酬。

对这 3 起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铁西法院法官依法

适用简易程序，第一时间进行审理。检察员向法庭提供

了原告在工地劳作和完成工作量的证据，被告承认拖欠

劳动报酬的事实，向法庭陈述经济困难的处境，向 3位原

告表示歉意。法官趁热打铁，向被告释法明理，讲清败诉

后承担的不利后果。

在法官、检察官的见证下，被告与原告达成调解协

议，当庭给付了 3000 元现金，并表示一定尽快结清这笔

劳动报酬，3位工人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本报讯（记者杨召奎）4 月 10 日，闪送深

圳骑士之家正式投入运营。这是继北京、淮

安、大连、成都外，闪送落地的第五个、华南地

区首个骑士之家。

闪送副总裁杜尚骉表示：“在建设骑士之

家前，我们便重点收集闪送员的诉求，关注他

们的日常工作所需，经过内部多次研讨和沟

通，反复调研和斟酌，最终决定将骑士之家作

为关爱闪送员的重点举措。骑士之家将以

‘关爱闪送员’为具体目标，集中力量为闪送

员谋福利。希望骑士之家能够成为师傅们的

歇脚点和‘加油站’。”

骑士之家坐落于福田区园岭街道，总面

积 150 平方米，配备有休息区、培训区、办公

区、餐饮区、洽谈区等，骑手可以在这里休息、

交流、喝水、给手机充电、参加活动等。除提

供休息与交流功能外，骑士之家还会从更多

方面为骑手提供关怀与保障，为骑手们提供

基础急救药品、车辆维修工具以及电动自行

车换电池服务等。

“升级对骑手的关怀与保障是闪送公司工

作的重中之重，作为关怀服务的载体，今年陆

续会有更多骑士之家落地。”杜尚骉表示，“当

然，我们也欢迎全行业骑手进来歇歇脚、喝喝

茶，骑士之家将为所有骑手提供家的温暖。”

黄师傅在深圳跑闪送 5 年多了，对于骑

士之家的落成，他表示很期待：“深圳雨水多，

夏天温度高，在市中心有了这样一个骑士

之家，以后我们休息落脚、换电池、修车就有

去处了。”

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底，闪送业务已

覆盖城市 260 座，服务用户数量超过 1 亿人

次，闪送平台发牌闪送员人数超过 200 万

名。近两年，闪送在骑手关怀与保障上已投

入近千万元，除陆续在多地设立骑士之家

外，还从安全保障服务、做单体验提升服务、

出行降本服务、成长发展服务、暖心关怀服

务及文化生活服务等 6 大方面出发，给闪送

员更多关怀和保障。

深圳骑士之家投入运营
“欢迎骑手进来歇歇脚、喝喝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