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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来历蜂蜜、山养柴鸡蛋、褐蘑菇自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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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打“√”的自提点同时供应好来历山养柴鸡蛋和褐蘑菇

区域

西工区

西工区

西工区

洛龙区

洛龙区

瀍河
回族区

伊川县

涧西区

涧西区

涧西区

涧西区

店名

建洛放心豆腐专卖店√

御福源便利店√

建洛放心豆腐专卖店

绿禾超市√

好来历公司√

众品生鲜便利店√

伊川便利店

众品生鲜便利店

众品生鲜便利店

绿润便利店√

好来历黄河路体验店√

店长

张建军

李志强

王月琴

吴红权

安红伟

郭继斌

王爱好

马纪伟

任晨曦

地址

行署路菜市场中段彩板房04号

凯旋路小学西门面

唐宫路菜市场

英才路与积翠北街交叉口
建业森林半岛

洛龙区开元大道218号
报业大厦1809室

恒大绿洲19-106商铺门面

大张盛德美向南50米路西
金利福珠宝店内

长安路5号菜市场隔壁

湖南路与湖北路交叉口

南昌路与寨南路交叉口兴隆花园内
207号楼

黄河路与辽宁路交叉口向北30米路东
（黄河路83号）

联系方式

13939913936

18238822880

15803791262
15517995329

18211908119

0379-63350000

18336789871

0379-68361669

0379-64211908
18538835615

15303797599

0379-64622370
18637906072

18939023439

2011年，“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写入刑法，3年后我市才出现首例相关
案件，“遇冷”的背后原因复杂。而今条件正趋成熟，有关方面正努力——

让让““欠薪入刑欠薪入刑””真正成为利器真正成为利器
本报首席记者 李三旺 通讯员 赵彩锋

日前，孟津县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了一起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包工头李某被判处有
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这是我市法院系统首次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这一罪名
判决的案件。

其实，早在2011年，为严厉打击恶意欠薪、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我国《刑法修
正案（八）》已首次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做出明确规定。3年多过去了，首

例案件才在我市出现，个中原因何在？记者走访多个部门了解到，
由于相关司法解释出台较晚、有关部门取证困难等，让
“欠薪入刑”遇冷。

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
了《刑法修正案（八）》，并于当年 5
月1日起施行，其中对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行为的定罪入刑做出规
定：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
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
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
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
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
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

“‘数额较大’到底是多大？
‘有关部门’是指哪些部门？什么
样的情形才算‘造成严重后果’？
这些问题当时都没明确。”审理李
某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的审
判长、孟津县人民法院的一名老
法 官 陈 新 安 说 ，《刑 法 修 正 案

（八）》中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行
为的定罪入刑规定较为笼统，实
际操作性不强，要使这一法律在
实践中得到充分应用，就需要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出 台 相 关 的司法解
释。

“没有更具体的司法解释，法
官有点无从下手。”陈新安说，虽然
从 2011 年起外地的一些法院已经
开始按照这一新规进行探索和尝
试，但是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判决的案件少之又少。据媒体报
道，直到 2012 年 12 月，在全国范
围内也仅有 80 多名恶意欠薪的

“老赖”被依法追究刑责。

孟津县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2013
年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简称为司法解释），针对“拒不支
付劳动报酬罪”所涉及的术语界定、定罪量刑
标准、单位犯罪等问题，进一步明确了相关刑
事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这一司法解释自
2013年1月23日起施行。

司法解释对“数额较大”做出明确规定：
拒不支付1名劳动者3个月以上的劳动报酬
且数额在5000元至2万元以上的；拒不支付

10名以上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且数额累计在3
万元至10万元以上的。

司法解释同时明确，《刑法修正案（八）》
中提及“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
的”，这其中的“有关部门”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门或政府其他部门。

陈新安表示，这一司法解释的出台，为
各级法官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案件
提供了具体操作方法。然而，由于全国各地
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地区差异，各
地对该罪名“数额较大”的认定标准还要进

行再次确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

才有这个确定权力，并且数额标准必须在
最高人民法院所规定的‘数额较大’范围
内。”陈新安说，最高人民法院在出台司法
解释后，我省于 2013 年 5 月 15 日正式出台
了具体标准：拒不支付 1 名劳动者 3 个月以
上的劳动报酬且数额在 8000 元以上的；拒
不支付 10 名以上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且数额
累计在 4 万元以上的，均被认定为“数额较
大”。

“欠薪入刑”两年后我省明确“数额较大”

“在没有移交公安机关之前，这个案件
很让我们头痛！”孟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以下简称孟津县人社局）纪检组组长尤宏
斌主管劳动监察工作，也是我市首例“欠薪入
刑”案件在移交公安机关之前的主要负责
人。他表示，证据难以搜集和确定，是阻碍他
们将相关案件移送至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主
要原因。

尤宏斌说，他们接到农民工投诉后，当
即对此案展开调查，然而，包工头李某已经

“人间蒸发”。而且，在此案中，农民工与包

工头李某之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农民工
自行核算的被拖欠的工资数额也没有得到
李某的认可。

“农民工单方面的证据，我们无法完全采
信，包工头又找不到。”尤宏斌说，他们只能协
调开发商和李某所挂靠的建筑公司先拿出一
部分资金发给农民工。

找不到包工头，证据不确凿，劳动监察部
门又没有实施强制措施的权力，所以一时无
法向公安机关移交此案，也就进入不了司法
程序。“依照法律规定，在移送公安机关之前，

劳动监察部门首先要对违法事实进行认定，
如果这些都不能认定的话，怎么移交？”尤宏
斌说。

在李某案中，由于李某“跑路”及欠薪的
事实，而且其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数额也远高
于我省规定的“数额较大”标准。所以，在去
年7月，孟津县人社局劳动监察部门向公安机
关移交了该案件。

记者调查了解到，我市拖欠农民工工资
的案件真正走入司法程序的，仅有目前这一
例，主要原因就是取证很困难。

取证难，劳动监察部门“束手无策”

陈新安介绍，《刑法修正案（八）》将“经
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作为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构成的一个前置条
件。也就是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或政府其他部门在为农民工讨薪过程中，
穷尽手段但仍不能达到目的，在此情况下
对欠薪者发出责令整改通知书，但对方仍
不肯支付欠款，才符合“入刑”条件。设置

这样的“缓冲条件”，在我国刑法数百个罪
名中极为少见，要履行这样的手续，需要一
定的时间。

负责办理上述案件的孟津县公安局常袋
派出所副所长雷贯强说，案件由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门移交给公安机关后，他们仍要
对相关证据等进行一一调查核实。“拖欠农民
工工资案件由于层层分包、转包，调查起来相

当麻烦，费力费时。”雷贯强说，公安机关调查
完毕后，还要经过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审判
等多个环节，这很可能拖上大半年时间。

通常情况下，农民工都希望能通过劳
动监察、信访等部门的帮助，尽快拿回自
己的血汗钱，而不愿意走长时间的司法程
序，这也是“欠薪入刑”案件不多的一个主
要原因。

“缓冲条件”拉长“欠薪入刑”调查时间

如何能让“欠薪入刑”成为农民工讨
薪的“尚方宝剑”？法院、公安机关、劳动
监察等部门都表示，在加大对用人单位欠
薪监督力度的基础上，还要多方联动，形
成合力。

尤宏斌表示，建筑领域的非法挂靠、
层层转包和分包，是造成拖欠农民工工资
的罪魁祸首，所以，政府应该在规范建筑
市场方面多出台相关监管政策，形成一套
由司法部门和劳动监察部门能够提前介
入的预防机制。同时，农民工维权意识不
强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欠薪者的不法行
为，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对农民工法律知识
的普及。

有关人士建议，让“欠薪入刑”成为农
民工讨薪的利器，劳动监察部门将符合条
件的案件移交给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是最为
重要的环节之一，所以，劳动监察部门应
该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同时，作为法律
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应充分行使自己的检
察权，对劳动监察部门进行严格监督，如
果发现欠薪者的行为涉嫌构成犯罪，劳动
监察部门拒不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以罚代刑的情况，就要以“徇私舞弊不移
交刑事案件罪”起诉相关责任人，追究其刑
事责任。

陈新安表示，农民工的举证能力相
对较弱，他们在和企业主对峙的过程
中处于弱势，所以，法官除了要依法审
判“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案件，还
应该坚持能动司法，主动帮助农民工
调查证据，给他们提供法律咨询、法律
支持。

“欠薪入刑”利器
需多方打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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