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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哪些领域多发？症结在哪里？如何治标又治本？

把脉农民工的“薪”头之患

洛阳·视界

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明显减少

农民工举证难，想打官司不容易

本报首席记者 李三旺 记者 郭宁康 特约记者 石笑飞

春节后，人们纷纷回归工作岗位。许多农民工兄弟也一样，开始寻找“靠谱”的就
业门路——哪里有活干？哪里能拿到更多的工资？哪里能够按时发放工资？如今，拖
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已经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农民工讨薪难，症结究竟在哪里？农民
工如何“未雨绸缪”以利维权？为解决这一问题，有哪些外地经验可资借鉴？

“我要吃”

开“炮”啦

河洛文化旅游节唯一指定接待用酒

爆米花香的爆米花香的““坚守坚守””
“开炮啦！捂着耳朵啊！”李虎

生师傅话音刚落，就将手摇爆米花
机从火炉架子上取下，放进长长的
麻袋里，一脚用力踩下去。嘭的一
声响，一团白色烟雾迅速腾起，一
股香味弥漫开来，香喷喷的爆米花
出炉了！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李师
傅就在洛宁县城街头做爆米花，从
最早的每锅 2 角，到现在的 5 元，
他从事这个行当近30年了。一个
小凳子、一个炉火和风箱、一口像
葫芦一样的爆米花机、一个装爆米
花的大铁丝网，这便是他操持营生
的全部家什。

由于长年烟熏火燎，李师傅浑
身黑黑的。他苦笑着说：“虽然以
前干这行的人多，但生意好；现在

干这个的人少了，一天才能做 20
余锅，赚不了啥钱。”

如今，随着爆米花工业生产的
发展及采用微波炉烧制的小包装
爆米花原料的出现，传统制作爆米
花的手艺渐行渐远。“现在的小孩
子，几乎都不知道这种机器。”李师
傅说，这门手艺眼瞅着要失传了，
留下的只有美好的记忆了。

本报记者 梅占国
通讯员 李峰 文/图

爆米花即将出炉

精心操作

“成果”尽在笼中

本版长期征求原创图片，您可在洛阳网
“洛阳社区”摄影天地（http://bbs.lyd.com.
cn/forum-67-1.html）、河图网发帖或发送
邮件至lyrbshb@163.com，我们将择优选用。

ly小钓 摄

在肩头 在心头

市中级人民法院统计数据显示，自去年11
月下旬集中办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以来，全
市两级法院共受理相关案件163件，其中调解
结案94件，为农民工讨回工资1757余万元。

“案件数量比往年少了很多，但我们希望一
件也没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四庭庭长李庆
刚说，自2010年首次开展拖欠农民工工资案

件集中办理活动以来，我市法院已连续开展5
次此类活动。在去年的集中办理活动中，法院
承诺受理包括财产给付内容的涉及农民工的
劳动争议案件等六类案。

“既有民事案件，又有刑事案件，基本覆盖
了与农民工工资有关的全部范围。”李庆刚表示，
法院受理范围的广泛，恰恰说明了其中有问题。

通过法院近期审理和调解的农民工讨薪
案件中可看出，大部分案件来自建筑领域。

业内人士透露，按规定，工程总承包企业不
得将工程违反规定发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
体资格的组织或个人。但在现实中，层层分包现
象屡见不鲜，为拖欠农民工工资提供了温床。

如今，一个工程项目的建设流程基本上是
这样的：业主单位发包给建筑企业，建筑企业
再转包给具备资质的工程队，工程队则从劳务
公司筹集工人，劳务公司再转包给包工头，而
包工头手里的工人基本都是临时找的。

“哪个环节出现纠纷，都可能导致工人拿
不到工资。”该业内人士介绍，如今的一些施工
队所谓的资质其实是挂靠在一些建筑公司名
下，以公司的名义去承揽工程。而有些劳务公

司的工人基本都是现找的。从建筑企业到农
民工，因追求利益而转包、分包，资金供给链被
拉长，风险被转移，农民工处于资金供给链的
最后一环，很容易成为各环节主体转移风险、
转嫁债务和争夺利益的牺牲品。

另外，在建筑领域，农民工工资很少有按
月结算的，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建筑公司负
责人称，其根源在“垫资施工”，就是业主单位
将“施工企业先行垫付工程款”作为招标的一
个必要条件，等工程进展到一定程度，再将工
程款分期分批拨付给建筑企业。让建筑企业
经常遇到的问题是，等到工程完工，业主单位
往往以工期拖延、质量不好等为由，拖欠建筑
企业工程款，这也将导致施工单位拖欠农民
工工资。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建筑市场秩序的
混乱是造成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根源，所以，
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已迫在眉睫。

近两年，我市开始实施工程保证金制
度，就是工程业主单位在发包工程以前，须
向行政主管部门缴纳一定数额的工程保证
金，以防止发包单位失信不兑付建筑企业
相关款项。这一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

上规范了建筑市场的秩序，为建筑企业在
施工过程中的利益上了保险，也直接为农
民工得到应得工资提供了保障。

“然而，这个制度的保障范围是有限
的。”业内人士认为，保证金制度在一定
程度上保障了建筑企业可以得到施工款，
但如果建筑企业再分包给多个施工队，施
工款是否能足额兑付就无法保障。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在保证金制度的
实施之下，规范建筑市场秩序的另一个重
要问题是解决“挂靠”问题。许多有资质的
建筑企业，以挂靠的形式将自己的资质出
借给相关施工单位，甚至承包给企业内部的
项目经理，公司只管从中抽取部分利润。这
种层层分包、层层抽利的模式，势必导致纠
纷多发，进而影响农民工工资的兑现。

如何更好地解决建筑领域拖欠农民工
工资问题，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探索，一些好
的做法可资借鉴。

日前，河北省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制度建设的意见》，
其中规定：施工总承包企业对所承建项目
工资支付负总责，因出借资质、转包、违法
分包等原因引发工资拖欠，或已按分包合

同支付工程款，分包企业仍拖欠工资的，
由施工总承包企业直接支付或先行垫付
所欠工资。建筑领域农民工工资保障金
要应收尽收，探索建立建筑领域农民工工
资预储金制度，单独列算管理农民工工资，
从源头上预防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发
生。同时，对有拖欠记录的建设单位，取消
其招标资格。

2012年10月，江西省出台了《关于创
新交通建设工程民工工资管理的实施意
见》，创建了承包合同确认、民工信息注册、
民工工资预存、民工工资核算、民工工资支
付、民工工资监管、违规责任追究、信用记
录建档等八项机制并规定施工单位进场
后，与工程账户同步办理工资预存账户，并
与建设单位签订资金监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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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给工资就到法院告状。”对于很多
农民工而言，这是他们无奈的最后选择。
然而，无法更好地进行举证又致使他们不
得不面对立案困难甚至败诉的可能。

李庆刚说，法院是讲证据的，要立案，
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得有证据，而农民工到

法院起诉时，往往无法出具与施工主体单
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这也成为农
民工维权的最大障碍。

在建筑领域务工的农民工，大都是经亲
朋好友或熟人介绍的，因为“面子”和维权意
识不强等原因，他们一般不会与包工头或建

筑企业之间签订用工合同。
李庆刚说，即便没有用工合同，农民工

也可以让包工头或建筑企业出具欠条，这
也能成为诉讼的有力证据，但很多农民工
连索取欠条的意识也没有。在这种情况
下，案件很可能无法进入诉讼程序。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规范建筑市场秩序是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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