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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工因被欠薪主动离职，企业拒付经济补偿金
双方对簿公堂，法院判定劳动者有权主张经济补偿

本报讯（记者刘旭）因拖欠两个月工资

1600 元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该不该主张

经济补偿？近日，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人

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判决大连某医用器材

公司与潘某解除劳动关系，给付潘某解除劳

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4.4 万余元。法院明确用

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者有

权主张经济补偿。潘某告诉记者，她已于近

日拿到赔偿金。

潘某从吉林九台区农村到大连打工，

2015 年 12 月 29 日入职大连某医用器材公司

组 装 岗 位 当 操 作 工 。 劳 动 合 同 约 定 月 薪

3000 元，单位为她缴纳了社会保险。 2022
年 4 月和 2022 年 5 月，公司受疫情影响，少

发 了 潘 莹 17% 的 当 月 工 资 ，两 个 月 共 计

1624.8 元。

因之前潘某发现公司未按实际工资缴

纳社会保险，向当地劳动监察部门投诉后，

单位已补缴。她便于 2022 年 6 月 29 日通过

邮局向公司发出一份《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书》，以公司拖欠自己工资为由，要求解除劳

动关系，并要求公司按法律规定每工作一年

给付自己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解除

劳动关系前，12 个月平均工资为 5598 元，故

公司应当给付 8个月平均工资的经济补偿金

4.4万余元。

公司方代表王玉英认为，公司经营出现

问题，公司所有职工 4 月、5 月份工资都未足

额发放，收到潘某《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后，

立即为她补发工资，不是恶意拖欠潘某工

资。《工资支付暂行规定》有关问题的补充规

定明确，用人单位确因生产经营困难、资金周

转受到影响，在征得本单位工会同意后，可暂

时延期支付劳动者工资，不属于无故拖欠。

潘某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而公司无过错，不应

当给付潘某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当地劳动仲裁支持企业方观点后，潘

某不服，委托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

所律师王金海向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

起诉。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无论企业未足额发

放工资的原因是被拖欠、扣发还是缓发，在潘

某工资支付周期内，企业未足额发放工资系

事实，双方亦予以认可。虽然企业补发，但当

时劳动关系已经解除，且没有证据体现公司

告知缓发的情况，因此潘某以未及时足额支

付劳动报酬为由解除劳动关系并主张经济补

偿金符合法律规定。

王金海认为，用人单位确因生产经营困

难、资金周转受到影响，在征得本单位工会同

意后，可暂时延期支付劳动者工资，延期时间

的最长限制可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行

政部门根据各地情况确定。延期支付工资的

时间应告知全体劳动者，并报主管部门备案，

无主管部门的报市或区、县劳动保障行政部

门备案。

“造血式”扶持创业、带动就业

河北新发创业担保贷款16.2亿元

上海法律援助机构为农民工讨薪超4800余万元
本报讯（记者裴龙翔 通讯员陈颖婷）记者日前从上

海市法律援助机构了解到，在上半年已办结的 2604件民

事诉讼及非诉讼案件中，全市法律援助机构共为群众挽

回经济损失 7922.63 万元，其中为农民工讨薪 4820.58 万

元，为维护困难群众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作出

了积极贡献。

据悉，上海市法律援助机构坚持“以人为本、应援尽

援”的服务理念，今年上半年，该市法律援助机构共解答

法律咨询 26.32 万人次，同比增长 3.97%，为群众提供了

优质高效的咨询服务。从咨询内容看，咨询量居前三位

的是劳动纠纷、婚姻家庭纠纷、损害赔偿纠纷，分别占咨

询总数的 22.88%、14.03%、8.65%。从窗口接待咨询人员

类别看，咨询量居前三位的是妇女、农民工、老年人，分别

占咨询总数的 42.35%、30.30%、25.39%。

从案件类型来看，居前三位的是请求支付劳动报酬

1826 件、请求确认劳动关系 217 件，其他劳动纠纷 318
件，合计占民事法律援助案件总量的 80.12%。

从受援人身份看，农民工占比最大，达 2235人次，占

民事法律援助案件总量的 75.94%。从结案情况看，在已

办结的 1092 件民事诉讼案件中，胜诉和调解率较高，其

中胜诉 403件、调解 448件、败诉 153件、撤诉及终止援助

88件，胜诉及调解案件占 77.93%。

青海化隆多元化解欠薪风险隐患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今年以来，青海省海东市化隆

回族自治县聚焦“四个强化”、落实“五项举措”、开展“六

大行动”，多元化解欠薪风险隐患，根治欠薪工作提质增

效。截至目前，该县劳动监察机构协调处置欠薪案件 34
件，为 350名农民工追讨工资 393.26万元，受理办结各类

欠薪网络投诉案件 306件，涉及 445名农民工工资 485.22
万元，实现动态清零、存量销号。

为夯实源头治理，化隆县落实工资专用账户、实名制

信息管理、总承包单位代发工资、维权告示牌设立、工资

保证保险管理、劳动合同签订等举措，按照“全覆盖、全纳

入”的要求，将全县在建工程项目纳入实名制系统实现农

民工工资支付情况全流程、全方位线上监管。截至目前，

全县 90 个在建工程项目纳入海东市农民工工资支付监

控预警平台，实现农民工工资支付信息化管理，督促 58
个新开工项目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设立维权信息

告示牌，存储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2736.54万元。

同时，化隆县结合劳动监察日常巡查、“双随机、一公

开”联合执法、制度全覆盖夏季专项检查、禁止使用童工、

女职工劳动权益保护、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等六

大行动，推动人社、公安、法院、住建、市监等行业主管部

门实行“一站式联动工作机制”情况互通、信息共享、案件

移送，进一步完善欠薪违法行为联合惩戒机制，切实推进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诚信体系建设。

截至目前，化隆县专项检查企业 103家、劳务派遣机

构 7家，发现问题 52个，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 7份；劳动监

察机构协调处置欠薪案件 34件，为 350名农民工追讨工资

393.26万元，受理办结各类欠薪网络投诉案件 306件涉及

445名农民工工资 485.22万元，实现动态清零、存量销号。

北京首创监管机制规范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本报讯（记者赖志凯）“首创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人

社+金融”联动监管机制，建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全覆

盖监测预警体系……”近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联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印发《关于进一

步规范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工作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聚焦农民工工资支付事中监管环

节，进一步明确了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的适用范围、运行

使用流程、工资支付监控预警规范等内容，对农民工工资

专用账户实施全流程监管，从源头预防制度不落实问题。

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是指施工总承包单位在工程建

设项目所在地银行业金融机构开立的、专项用于支付农

民工工资的专用存款账户。《通知》明确，要进一步优化专

用账户的开立流程、规范账户使用及账户撤销环节。

在账户开立环节，开户银行要规范优化服务流程，配

合总承包单位规范做好专用账户开立和管理工作，及时

在业务系统中对账户进行特殊标识。

在账户使用环节，拨付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且数额

应当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月足额支付。

在账户撤销环节，《通知》首次明确了撤销流程及所

需材料，同时要求开户银行依据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门通知书取消账户特殊标识，按程序办理专用账户撤

销手续。

《通知》的出台首创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人社+金

融”联动监管机制，突破了以往专用账户核心数据的获取

障碍，弥补了北京市没有专门就专用账户管理出台规定

的空白，能更好地实现监测预警处置全流程闭环管理，实

施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非现场监管。

本报记者 甘皙

“不好意思我刚去考察明年新的种植基

地，让你久等了。”8 月 23 日下午 5 点，忙碌了

一天的 85后返乡创业者席印海接受《工人日

报》记者采访时仍活力十足。

“我的家乡湖北省恩施州，最近因‘反向

调休，连休 4 天’上热搜，成了网红目的地。

在我心中，恩施州真正的网红是小土豆。我

希望小土豆走出大山，让乡亲们致富增收。”9
年前，席印海放弃外地工作返回家乡，每年沿

318 国道狂奔 10 万公里以上，带动沿线 30 个

村 2000 户村民种土豆致富。小土豆产业链

涌现“土豆选美师”“土豆经纪人”等新职业，

农户人均年增收 5~8万元。

返乡创业成“土豆经纪人”

“小时候，天蒙蒙亮，我们土家族孩子手

持竹篾火把，书包里装着蒸土豆，走 318国道

上学。长大后，我沿这条路送土豆出山”。对

席印海而言，318 国道与恩施小土豆，贯穿了

他的童年和青春。年少时是求学路，长大后

是致富路。

为方便运输、降低物流成本，匹配线上

消费者需要的“鲜”与“省”，返乡创业的席印

海等年轻人沿 318 国道线布局土豆种植基

地，辐射 7 个乡镇 30 多个村，惠及 2000 多名

种植户。

1988 年，席印海出生在恩施州咸丰县小

村乡田坝村，举目四望皆为大山。考上大学

后，席印海有了在外地工作的机会，但心底的

热爱始终召唤着他回来。“我从 6岁起跟着爷

爷种土豆。种土豆是每一个土、苗孩子根植

于血脉的传统技能。身为一名大学生，我要

让土、苗乡亲世代种植的小土豆，变成实打实

的经济效益”，席印海说。

曾几何时，由于交通及销售渠道受限，席

印海的祖父辈种出土豆卖不掉只好自家吃，

吃不完的只能晒成土豆干，或者送人。随着

互联网销售渠道的通达，席印海带动村民扩

大产销规模，让恩施小土豆对接美团买菜等

即时零售平台，销往一线城市，成为武汉市民

喜爱的“本地尖货”。“炕小土豆”“洋芋饭”走

出恩施州，遍及湖北省多个地市。农户不再

愁销路，小土豆成为致富金豆豆。席印海也

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土豆经纪人”。

带动当地村民致富增收

这些年行走 318国道，席印海见过很多自

驾客、骑行者。“恩施州 318国道是土家族的命

脉通道。路把人带出去，更把思想带出去”。

随着交通环境改善、销售渠道打通，大山

不再是阻隔，而是富硒小土豆生长的绿色屏

障，是城市消费者看重的纯天然生态环境。

海拔1400米的恩施州茅田坪村，六成以上

村民是土家族。生于1994年的村委委员、女大

学生村官李静，是乡村振兴专干。她带领全村

用新理念种土豆，再转交给席印海运出大山。

为了让村民更熟悉新式种植技术，村里

定期召开“土家土豆村土豆种植动员大会”

（即“屋场会”），李静、席印海等年轻人手把手

教老乡们熟悉种植、分拣全链路，老乡们开始

懂得，什么样的土豆适合互联网售卖。“我们

帮乡亲选好种、种好地、找好销路、卖出好价

钱”，李静介绍，54 岁的茅田坪村村民李大桃

通过种土豆年增收近 8万元。

受席印海带动，恩施州涌现更多“土豆经

纪人”。他们分散扎根于一个个乡镇，手把手

带动更多农户种土豆致富。一对 80后农民夫

妻通过当“土豆经纪人”，年收入达几十万元。

“土豆选美师”年增收6万元

土豆秧结满硕果，种土豆的人、收土豆的

人、分拣土豆的人，都能从中获益。

“线上消费者喜欢鸡蛋大小的土豆。我们

负责分拣，‘熟手’人均日分拣 1.2万个，年增收

6万元。”在恩施州利川市，百名土家族妇女成

为“小土豆选美师”。几乎不用称重，过她们手

的就是40克~80克、外形标准的小土豆。

8 月 19 日，是恩施州建州 40 周年。席印

海和李静等大学生，亲眼见证了家乡日新月

异的变化。交通更发达、互联网接入小山村、

外地游客走进来、本地农产品销出去、农户收

入逐年提升。“年轻的恩施州需要年轻的我

们，我们热爱这片纯净富硒的故土，与土地上

结出的小土豆。”席印海说。

当前，恩施土豆种植规模达 166万亩，产

业综合效益超 85 亿元，带动 120 多万人致

富。“下一步，我们会围绕恩施土豆打造更多

预制菜、开袋即食的产品，同时计划在全国 25
个城市开实体店，让恩施土豆等精品鲜货更

好更快地走出去。”席印海对未来充满信心。

85后返乡创业者带 30个村 2000名村民种土豆致富

九年奔波百万公里的“土豆经纪人”

“毒”门生意带动村民致富
蜈蚣又称百足虫、天龙，由于其毒腺可以

分泌毒液，且天性凶猛，因此很多人提到蜈蚣

都是敬而远之。然而，湖北省谷城县冷集镇

团湖店村村民高国涛却靠养蜈蚣，做起了

“毒”门生意，带动周边十余村民发家致富。

2010年，高国涛没有像其他 90后同龄人

一样，外出打工，而是以新农民的身份，在家

开始了他的养殖蜈蚣之路。

高国涛的创业之路充满荆棘，连续六七

年都因为蜈蚣互相残杀、黑斑病、交配繁殖难

而宣告失败，前期投入的四五十万元全部打

了水漂。“很多次都想放弃，但是想到父母、兄

弟，还有妻子对我的支持，实在不想辜负他们

对我的期望，所以就坚持下来。”高国涛说。

饲养池内的温度、湿度、土壤酸碱度等，高

国涛每天都要仔细记录和调整。为了培育出

更优良的蜈蚣品种，他还经常半夜起床上山，

捕捉野生蜈蚣回来进行观察培养，利用杂交技

术繁殖发病率低、毒性强的种虫。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高国涛不断提高养殖技术，经过他

日复一日地探索和细心照料，终于研究出了一

种可规模化、工厂立体化的养殖模式。

2019 年，高国涛登记注册了襄阳市腾隆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形成专业养殖、繁殖、培

育、加工、销售为一体的规模化专业养殖场。

目前，他的养殖基地大约有 1万平方米，年产

蜈蚣达到100多万条，年利润在300万元左右。

“为了鼓励我带动村民致富，村委会将闲

置的小学校舍提供给我们使用，帮更多的村

民学习蜈蚣养殖、发展养殖，我也将采取‘公

司+农户’的合作模式，带动周围村民一起致

富，把蜈蚣养殖打造成村里的主导产业。”高

国涛说。 （邹明强 尚燕）

清欠动态G

本报讯（记者李昱霖）今年以来，河北充

分发挥创业担保贷款“造血式”扶持创业的

功能和带动就业的作用，1 月至 7 月，新发创

业担保贷款 16.2 亿元，发放金额比去年同期

增长 46.34%，直接扶持 4197 人自主创业，扶

持小微企业 438 家，带动（吸纳）13169 人实

现就业。

今年，河北有关部门先后印发《河北省重

点群体创业推进行动工作方案》《关于优化调

整稳就业政策全力促发展惠民生的十七条措

施》，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

等重点群体，实施创业推进行动，最大限度释

放创业动力，催生更多市场主体，更好发挥创

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为实现高质量充分

就业提供有力支撑。

据了解，到 2024 年底，河北将通过完善

落实扶持政策，优化提供创业服务，支持更多

重点群体投身创业活动，力争实现每年创业

培训规模不少于 4万人次、离校 5年内高校毕

业生新创业不少于 1.1万人，返乡入乡创业人

数累计超过 6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能够以更

加灵活方式实现就业增收。

同时，河北将实施“创业政策扶持”计划，

提升创业担保贷款申领便利度，加快落实创

业担保贷款政策，加快推行电子化审批，实行

全程线上办理。提升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

效能，简化担保手续，推动担保基金有效履行

代偿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按规定免除反担保

要求。创业担保贷款借款人因疫情影响流动

性遇到暂时困难的，可申请展期还款，期限原

则上不超过一年。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对借款

人实施跟踪指导服务，加大支持力度，适当放

宽创业担保贷款借款人条件、提高贷款额度

上限。

此外，河北鼓励金融机构开展稳岗扩岗

贷款服务，优化贷款审批流程，增加信用贷等

支持。发挥创业带动就业倍增效应，支持重

点群体从事创意经济、个性化定制化文化业

态等特色经营，落实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政

策，简化担保手续，落实免除反担保要求。

8月22日，在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冯家镇隆旺水产的加工车间内，工人正在给海蜇更换
浸泡用水，保证咸度适中。

近年来，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冯家镇王尔庄海蜇市场依托资源禀赋，探索海蜇产业发展
新模式，已形成集购销、加工、物流、服务于一体的产业链条，现有海蜇加工销售企业和业户
70余家，年交易额15亿元以上。 新华社记者 范长国 摄

海蜇加工忙

妇女就业有门路
8月22日，位于贵州惠水县城外环的一处就业工坊内，妇

女们正围坐学习如何制作假发。
为更好促进农村在家妇女灵活就业，贵州惠水县通过党

组织引领、能人带头的形式，大力创办微型就业工坊，采取“集
中+零散”相结合的方式，吸纳在家务农、带娃的农村妇女灵
活就业，提高家庭收入。 将竹梅 杨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