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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旭）“没签过劳动合同，
少给了钱也没处说理去 ”、“送水用的电动
车还是我自己买的 ， 出了毛病水站也不
管 ”、“去年送水摔伤了胳膊 ， 都是我自己
拿的医药费 ”……近日 ， 《工人日报 》记者
在沈阳市采访数十位送水工了解到 ，没底
薪 、没保险 、出了工伤自己承担等多项问
题困扰着他们。

如今， 居民饮用桶装水已经十分普及，
沈阳市几乎每个小区都有一家送水站。 送水
站由个人承包，根据规模大小，雇佣的送水
工从几人到几十人不等，仅沈阳市大清宝泉

矿泉水饮品制品有限公司一家就有 1700 名
送水工，90%以上是农民工。由于送水行业门
槛低、工作辛苦、临时性强，工人流动性非常
大。 因此，水站负责人采取计件给予报酬的
方式，根据客户返还的水票，每桶水给工人
2.2 元至 2.5 元的报酬，没有底薪，也不缴纳
社会保险。

记者采访了解到，送水工平均每天送 40
桶到 50 桶水，夏天时最多能送 70 多桶。一桶
水 37.8 斤，遇到没有电梯的小区，要自己背
上楼；遇到雨雪天气，要坚持送水；晚上九十
点钟有客户要水， 也要送去。 全年没有休息

日，每月的报酬只有 3000 元到 4000 元。一旦
出了工伤，还要自己承担。

干了 6 年送水工作的李锦举起右胳膊：
“你看， 这是我去年 11 月份送水时摔伤的，
医药费花了 4000 多元，都是我自己拿的钱。
水站站长说没交工伤保险， 没法赔偿我，私
下给了我 500 元算作补偿金。 我养伤时，一
分钱收入都没有。 我这还算好的呢，有出车
祸的送水工，医药费花了 3 万多元，都是自
己承担的。 ”

王喜水凑上来接着说：“因为没有底薪，
我们的报酬全凭水票， 有时候弄丢了几张，

老板也不认账，就会出现矛盾。 如果有客户
投诉送水慢了或者态度不好， 老板还会扣
钱。 送水用的电动车也要我们自己购买，出
了毛病自己修。 ”

沈阳市总工会在今年 4 月开展的送水工
行业调查中发现了这些问题。 5 月 18 日，市
总在大清宝泉公司成立了辽宁省首家送水工
工会。 沈阳市总工会农民工工作部部长蒋阳
说：“成立工会，就是为了签订行业集体合同，
提供最低工资保障，规范送水企业管理制度，
维护送水工合法权益。 ” 截至目前， 已经有
1100 余名送水工加入了工会。

没底薪 没保险 出了工伤自己担

沈阳：“权益难保障”困扰送水工
市总工会成立省内首家送水工工会，目前已有 1100余人加入

让农民工既买得了房
又能在城市安居乐业

据《人民日报》6 月 6 日报道，当前
社会上有一种看法认为， 加快农民工市
民化，是要让农民工当房地产市场的“接
盘侠”。 这是一种误读，农民工进城的确
是去库存最主要的利好， 但这并不是说
农民工市民化就是鼓励农民工买房。 找
人“接盘”楼市库存也无益于解决问题，
反而可能影响经济健康发展。

【点评】 有专家表示，农民工这个群
体的收入水平决定了他们不是房地产市
场去库存的“接盘侠”。当前，三四线城市
库存压力仍较大， 但去库存不是短期内
能够解决的，应放眼长远。一方面应对房
地产市场的供给侧进行结构性改革，适
当降低房价， 另一方面推动产业与就业
的聚集，重视公共服务、医疗卫生等配套
设施的建设，让农民工既买得了房，又能
在城市安居乐业。这是一个良性的过程，
而不是简单地让谁“接盘”房地产库存。

包工头“两头骗”
讨工程款后又讨薪

据《工人日报》6 月 4 日报道，包工
头李凯为了承揽工程， 以一家建筑公司
的名义与一旅游公司签订工程承包协
议。 后来， 李凯利用中间环节的联络身
份，来了个“两头骗”：先是私刻了建筑公
司的公章，购买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向旅
游公司讨要了工程款；又佯装成受害者，
纠集农民工进行集体讨薪，把旅游公司、
农民工等都蒙在鼓里。

【点评】 没有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
借用有资质的建筑公司与发包方签订建
筑施工合同， 不仅容易导致欠薪事件的
发生，也容易出现建筑质量问题。 “营改
增”后，建筑领域资质挂靠将变得越来越
难。因为在增值税机制下，企业所交税额
为销项税额减去进项税额后的值。 但由
于个人不具有一般纳税人资质， 无法取
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被挂靠单位无法抵
扣进项税额，可能会发生亏损，从而不允
许他人挂靠。当然，有关个人可能像本案
中的包工头一样虚开增值税发票， 但这
就涉嫌犯罪。 本案的查处给同样心存侥
幸的包工头们敲响了警钟。

福建省出台新政
从源头治理欠薪

据《福建日报》6 月 5 日报道，福建省
政府办公厅日前下发 《关于全面治理拖
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实施意见》，明确在
工程建设领域， 施工总承包企业不得以
工程款未到位等为由克扣或拖欠农民工
工资。 对拖欠工程款导致分包企业拖欠
农民工工资的， 由建设单位或施工总承
包企业先行垫付农民工工资。

【点评】 福建省人社厅统计数据显
示，2014 年以来， 该省劳动保障监察机
构查办的工资类案件、 解决欠薪金额和
涉及劳动者人数连续两年呈上升趋势，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该省欠薪问题仍
突出。 显然，治理欠薪问题，不能靠在事
后替农民工讨薪维权， 而应防止欠薪发
生。 《意见》把农民工的工资从行业的债
务链条中分离出来， 使之与工程款分账
管理，有利于保证农民工工资发放。

苏州一企业禁止
女职工 30 岁前生育

据《扬子晚报》6 月 3 日报道，苏州
有家公司出台了一项很奇葩的规定，明
确要求女职工 30 岁前不能生育，如果违
反规定或辞职，还要缴纳违约金。于小姐
因此与公司闹上法庭。

【点评】 女性生育可能会给企业带
来一定的隐性成本负担，但企业用“辞职
和违约金” 来绑架女工生育权不仅不人
道，更涉嫌违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五
十一条规定， 妇女有按照国家规定生育
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 《女职工劳
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五条也规定，不得因
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予
以辞退、与其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这
一奇葩规定， 有关部门必须予以叫停。

（点评 杨召奎）

本报讯（记者张翀 通讯员童石石）6 月 1
日，一场暴雨让武汉成为网友口中的“最浪”
儿童节，然而，当绝大多数市民因为暴雨带来
的渍水、拥堵抱怨的时候，武汉市武昌区星海
虹城四期·鸿玺御园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们
却感觉这是天降喜雨， 大家纷纷将所有可以
盛水的容器摆在了空地上：锅碗瓢盆、水桶、
水杯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还有工友直接冲
到暴雨中洗了个雨水澡。 因为此前的 5 月 31
日，工地上停水了。

停水的日子里，工地上的生活很糟糕，食

堂张师傅介绍，项目工地上工人过百，一旦停
水，为了给大家做饭、烧水，他每天至少要到
旁边的社区居民家买 20 担水，每担 1 元。 食
堂里的水都是尽量多利用，洗菜水、淘米水都
不能轻易丢弃， 要小心存放起来，“可以给大
家洗洗手、擦把脸！ ”张师傅说。

农民工自己的生活更加糟糕， 如果不想
花钱买水，工人们就得步行一公里左右，到附
近的地铁站拎水回来用。停水第一天，大家只
是简单漱口洗脸，澡都不敢洗，更别提洗衣服
了。 大雨到来时，大家都觉得解了燃眉之急，

但雨停了水依然没有来， 工地上的断水生活
一直持续到 6 月 3 日， 水管修好之后才得以
逐步恢复正常。

《工人日报》记者采访发现，因为施工导
致工地停水的情况， 在处于大建设时期的武
汉并非孤例，而是时有发生。 连日来，记者在
武汉三镇不同建筑工地随机采访 50 位工友
得知，他们在工作中都遭遇过停水，而且都是
自己解决用水问题，“直到水来之前， 基本没
有人管！ ”一位工友如是说。

业内人士介绍， 如果停水是因为正常检

修，相关部门会提前做出预警通知，要求周边
居民做好储水准备， 而且检修停水有严格的
工作时限规定，对居民影响较小；而一旦因突
发状况导致停水，相关部门也有应急预案，会
组织消防、园林、环卫等部门为居民送水。 不
过，这样一些措施，对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却
并不适用。

据介绍， 本次停水是因为施工不慎挖断
附近水管导致的，对于没有及时维修的原因，
维修部门的解释是，现场条件所限，维修施工
复杂，经过多日抢修才恢复供水。有业内人士

透露， 因为施工导致的停水维修起来难度颇
大，除了地段环境的影响，水管被挖断导致的
赔偿问题以及维修成本也是制约维修时间的
重要因素。

武汉大学社会学家周运清教授认为，在
建筑工地务工的农民工数量庞大， 各种原因
导致的停水状况频发， 从工地管理方到相应
职能部门要充分考虑， 当水这类生活必需品
出现状况时，要及时启动应对措施，以免对工
人及附近居民产生较大影响。同时，工地也应
注意规范施工，避免出现类似状况。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王星乐

一件全新的服装， 在普通人眼中或许仅
仅是件新衣服，但她只要拿在手里看一眼，就
能立刻明白整件衣服的制作过程。这双“火眼
金睛” 的练就并非一朝一夕， 从 16 岁到 46
岁，经过漫长的岁月磨练，甘立琼在近 30 年
的时间里始终坚守在服装生产线上。

偷师学徒
“我是从车工一步步走过来的。 ”30 年前

的往事历历在目，甘立琼记忆犹新。
1988 年，初中毕业的甘立琼跟随着几位

老乡从老家四川广安来到广州打工，在一家服
装厂做文员。 几个月下来，她慢慢发现，文员的
工资和生产线上的车工们比起来差别很大。
“当时文员一个月只有 80 元到 100 元的收入，
但生产线女工每个月能达到 200 元。 ”翻倍的
收入让她暗下决心，必须学会一技之长。

和现在的招工条件不同，在那个年代，工
厂不缺工人，僧多粥少的情况下，想要正儿八
经当学徒并非易事， 甘立琼只能利用每天自
己下班后的时间跑到厂房，“混” 进车工的作
业中， 偷偷学习。 偷师学徒时不仅没有工资
拿，她还要常常看组长的脸色。

“回想起来那个过程真的非常辛苦。 ”甘
立琼咬着牙坚持了下来，渐渐地，她掌握了每
道工序的制作过程。

得到组长的认可后， 甘立琼觉得自己有
了出师的底气。她找到公司老板，商量着想从
文员转入生产线，并亮出了自己的本事。看到
甘立琼的诚恳，老板答应了她的要求。

转岗后的第一个月， 甘立琼被分配的任
务是做压线，这对她来说可谓小菜一碟，一个
月下来，她拿到了 200 元的工资，薪资的翻倍
让她尝到了甜头。

蜕变飞跃
甘立琼在 25 岁时去了深圳，那时的她已

经有近 9 年的工作经验了， 凭借职场中多年
的历练和扎实的技术水平， 甘立琼从一名普
通的车工晋升为管理人员。后来，她出国一段
时间，依然从事服装行业。 2003 年回国时，她
来到厦门，自己一边当着组长，一边还经营着
一个小服装加工厂，雇了六七个工人，接一些
小单子。

2011 年 3 月 15 日， 甘立琼入职厦门安
踏实业有限公司， 成为服装生产线上的一名
组长。在奔波辗转的磨练中，甘立琼的管理水
平和接受新技术的能力越发凸显。“今年开始
带 207、208 两个生产组。 ”甘立琼所说的生产
组是企业的试点组，一般情况，一个组长只需
要管理一个生产组。

在厂房内，这两条相邻的呈“一”字形的
生产组中间，立着一块白板，每小时甘立琼都
要在白板上记录下每个生产组的工作效率、
任务以及出现的问题等， 这是她用来节约生
产时间的一个妙方。

甘立琼利用工人下班后的时间， 开启机

台，用碎布块摸索练习。 每季有新款下单时，
甘立琼总会拿着样衣研究每个工序的做法，
和技术员共同探讨有什么工艺可以改良。 在
生产一款衣服时，她大胆创新拉链方式，降低
工艺难度，每件节省 0.17 元成本，整单货可
节省 12245.7 元。 该工序开创用双针上拉链
的先河， 为今后生产此类款式提供了技术样
板，在全公司得到了推广。

在生产一款短裤时， 甘立琼又创造了节
省一道落车袋贴于拉链的工序， 单价减少
0.04 元，节约成本 1%。 节省的工序可应用到
每年 30 万件到 50 万件的同类款式当中，长
期受用。

团队共进
甘立琼把公司提倡的“永不止步”的拼搏

精神传递给了生产组上的每一位员工。 她所
带领的团队被厦门总工会评为优秀班组，她
个人也被评为优秀班组长。

“每年的春节后是一个短工期，许多员工

回了老家就不一定再回来， 但甘立琼的生产
组成员却都能到齐上班。”公司服装生产中心
高级总监段翔说，“后来才知道， 原来她会主
动给员工们打电话，鼓励大家回到岗位上。 ”
在上级领导的眼中，甘立琼做事情很投入，并
且积极主动，很有目标和上进心，公司交给她
任务很放心。

“我生产组里的员工有六分之一都是 90
后，带他们就像带自己的小孩。 ”甘立琼对孩
子们的秉性“门儿清”，她说，“90 后孩子做事
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心情， 他们做得好时一
定要马上鼓励。 ”

利用年轻人都爱用的微信，甘立琼建立
起了一个生产小组群。 有时候她在群里抛出
一个话题，大家就会敞开心扉说出自己的心
声，逢年过节她还会发“红包”哄大家开心。

轻松而有效的管理方式，让大家越发齐
心协力。 一次，厂里引进了一套全新的自动
传输系统，甘立琼有意让自己的生产组与这
条半自动化新产线 PK， 最后的结果是产能
不相上下！

去年， 甘立琼被评上企业里的 “草根英
雄”，这是从生产一线上万名职工中层层选拔
出来的，需要经过同事、领导投票，以及现场
面谈等严苛的环节，全公司每年仅有 10 个人
能够获此殊荣。

“我拿到了不少荣誉，感觉这份工作很值
得。”甘立琼希望，自己能在这里一直做到退休。

武汉一工地停水多日 工人用水成难题
●维修成本高、赔偿如何定、施工难度大，都是影响及时恢复供水的因素

●类似状况时有发生，工地管理方及职能部门应充分考虑，准备应急预案

在万名一线职工中脱颖而出，获评企业“草根英雄”

一名服装厂女工的 30 年

郑州：

大学生包粽子
送环卫工建筑工

6 月 7 日 ，郑州 ，端午佳
节来临之际，河南农业大学食
品科学技术学院的 50 余名大
学生身着仿古服纪念屈原，并
将包好的新鲜粽子送给附近
环卫工人 、建筑工人 ，提前与
他们共度端午节。

据介绍，购买这些原材料
的资金一部分是大学生们勤
工俭学所得以及获得的奖学
金，一部分来自食品科学技术
学院。

李四信 摄/视觉中国

调出“城市的味道”
———一名农民工的“创客”之路

本报记者 邢生祥
本报通讯员 朱园园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不管是本地人，

还是外地游客， 一座城市能打动人的少
不了“舌尖上的味道”。 农民工李海涛就
是为德令哈这座城市调出味道的 “掌勺
人”之一。

年仅 37 岁的李海涛现在已成为德
令哈市餐饮业的“领头羊”。 在这里，李海
涛的餐馆大大小小开了 8 家。 他走出了
一条别具特色的“创客”之路。

1999 年，出生在农村的李海涛在青
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一
家名叫“静乐园”的餐厅打工做厨师。在这
里他结识了爱人王玉英，这一段锅碗瓢盆
引来的爱情，结出了真挚果实，从此，李海
涛便和妻子踏上了艰辛的创业路。

“4.5 万元在当时完全可以在德令哈
市买一套房子，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我
凭着一份对人生的执著和对成功的渴
望，选择了先创业后安家。”李海涛说，他
毅然放弃厨师的优厚待遇，开始创业，他
和爱人把所有的积蓄全部拿去投资。

“我觉得‘民以食为天’，只要努力在
餐饮行业打拼，一定能够有所作为。 ”经
过艰苦摸索， 李海涛把创业的重点聚焦
在自己喜爱的餐饮行业上。

2001 年，李海涛在德令哈市开办了
自己的第一家餐饮店铺 “红辣椒串串
香”。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一位
四川朋友聚会， 这位朋友给我做了一顿
美味可口的鱼，就是这一次让我又‘吃’
出了一个店———巧媳妇鱼庄， 这个店一
直经营到现在。”慢慢地他的餐饮店也随
着群众和游客所需的“口味”多了起来。

李海涛的创业成果像雪球般越滚越
大。 在几年时间里，他创办的“铁哥们至
尊肥牛”、“东方 K 王”、“中德大酒店”等
餐饮店相继开业。 目前，他创办的餐饮店
发展到 8 家，员工从最初的 20 人发展到
300 余人。

随着经济发展和旅游开发， 德令哈
市这座高原小城开始焕发出一个现代城
市的独特气韵， 这也为李海涛创业提供
了条件和机遇。李海涛创新推出“铁哥们
食尚音乐会”和“英伦时光咖啡西餐厅”，
这些多功能、综合性、都市化的餐饮店顺
应着城市品位拔节生长。

李海涛的创业和城市需求融为一
体， 不断丰富了德令哈市的城市餐饮文
化，打造出一道道市民和游客喜爱的“舌
尖上的味道”。

“我现在正在投资建设‘中德食品百
货集散中心’，建成后将集食品、百货、物
流、仓储、运输于一体，成为功能齐全的
商贸城，不仅方便市民购物，而且将有效
降低老百姓的购物成本。 ”李海涛对未来
信心满满。

本报讯 （记者杨明清 通讯员夏丽萍 ）
《工人日报》 记者日前获悉， 山东省荣成市
2016 年第二期 “农民工恳谈日 ”活动举行 。
来自人社、公安、教育等单位代表，与 6 家企
业的 13 名农民工代表面对面交流， 答疑解
惑、宣讲政策。 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参加恳
谈活动的农民工多为 20 岁到 30 岁之间的年
轻人，其中不少都是跟着父辈来到荣成市，在
此上学、工作和生活，代表着新一代农民工的
新需求、新期待。

本次“农民工恳谈日”活动的主题为：关

爱农民工，共建和谐新区。 6 家企业的劳资人
员首先介绍了当前企业的用工情况， 他们表
示，近年来，企业不断提升外来工工资待遇和
福利水平，外来工返工率明显提升，员工归属
感明显增强，企业用工需求基本得到解决。

农民工代表较为关注技能培训、 劳动保

护、户口迁入等问题，相关单位代表和工作人
员现场一一答复，不能当场解决的问题，相关
部门也将在 15 个工作日内给出书面答复。

据介绍， 随着企业工资待遇和福利水平
的提高，以及农民工群体的年轻化，新一代农
民工更加渴望被认同和融入当地的生活，对

此，荣成市相关部门将采取措施，切实解决他
们的需求，增强其归属感。

据了解，自 2011 年下半年以来，荣成市
已组织“农民工恳谈日”活动 19 次，累计有
160 家企业的 300 多名农民工代表参加座
谈，共解决各类问题 370 余个。

山东荣成举行“农民工恳谈日”

年轻农民工提出融入城市“新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