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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两农民工辞职后没拿到工资，“交的保险费也没影了”

打工者“自愿”缴纳的保险费去了哪？
律师表示，用人单位应给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而非收钱缴纳意外伤害保险

本报讯 （记者柳姗姗 彭冰 通讯员刘长
宇）“工作13天辞职后，非但没拿到一分钱工资，
入职前交给公司的 200元保险费也没影了。 ”近
日，在长春某公司打工的农民工高文龙和孟东
齐多方奔走，正努力为自己“讨说法”。

今年 3月下旬， 高文龙和孟东齐通过 58
同城网站看到长春市同安装卸服务有限公司
在招聘装卸工，成功应聘后，两人按公司要求，
交了 200元意外伤害保险费及 20元工牌费。

“工作 13 天后，因父亲生病，我跟公司带
班的负责人打过招呼，就赶回农村老家照顾
父亲了。 ”高文龙说，“公司原本说可以给我
开 13 天工资， 但要等到 4 月 15 日的工资发
放日，可后来又以各种理由推脱，200 元保险
费也始终不肯返还。 ”

来自黑龙江农村的孟东齐， 同样在干了

13 天后因身体不能承受而离职：“我坚持不
下去了，但工钱至今没拿到，也没有看到过
保险单。 ”

“我们每月工资 4000 多元，13 天的工资
应在 2000 元左右，虽说数目不大，但重要的
是，辛苦工作不能没有回报。 ”由于多次与公
司交涉未果，两人气愤难平。

为何同安装卸公司迟迟不肯支付二人工
资？ 对此，该公司宋经理称，因高文龙和孟东
齐野蛮搬运致物品损坏， 客户已提出索赔要
求，两人工资还不够赔偿的，且二人见状便自
动离职了，未按正常程序“提前一个月申请辞
职”，公司可以按合同规定进行处罚。 该公司
胡经理还补充说，由于二人突然离职，导致公
司一些装卸任务没有完成，也被客户索赔了。

不过，高文龙和孟东齐并不认同“野蛮搬

运损坏客户物品”一说，并指称公司与他们签
订的劳动合同多有“霸王条款”。 《工人日报》
记者注意到， 该合同中有如下规定：“甲方每
月15 日、30 日为乙方打卡发工资，如乙方没
能坚持到发工资的时刻， 甲方不予发放工
资，视为自动放弃”；“乙方入职时，需向甲方
公司自愿缴纳 200 元意外伤害保险，工作满
3 个月以后， 甲方全额返还， 如乙方中途离
职，保险金不予返还”；“每月休息两天，请假超
出 1天罚款 50元，旷工一天罚款 100元”……

“暂不提工资争议，就说那 200 元保险
费，本就应该由公司交，而不应让员工个人
承担。何况，保险单迄今没交给本人，我们怀
疑这笔钱被公司扣下了 。 ” 当事农民工告
诉记者，但在和公司交涉时，对方对此一直避
而不谈。

目前， 高文龙已向当地劳动监察部门
投诉。 不过，劳动监察部门查询发现，同安
装卸公司并未在该部门进行登记， 具体情

况还需进一步调查。 高文龙表示，如果此事
难以得到尽快有效处理，他会选择法律渠道
继续维权。

吉林吉翔律师事务所的刘海波律师分

析，如果工人确在搬运中损坏了客户财物，
需进行鉴定来确定赔偿金额， 但公司不能
因此拒付工资。《劳动合同法》中规定：用人
单位未能提供基本劳动保护或劳动条件

的， 或者规章制度违反平均每周工作时间
不超过 44 个小时的工时制度的， 劳动者
有权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 用人

单位依约支付劳动者报酬。
刘海波律师同时指出， 用人单位应给

职工缴纳工伤保险， 而不应收钱去交意外
伤害保险，依据《劳动合同法》有关规定：
“用人单位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
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劳动者，
并以每人 5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的标
准处以罚款”。

律师分析

本报记者 张翀

本报通讯员 曾嫣艳 张健

30 年前， 他是一名普通的合同制农民
工；经过坚持不懈的奋斗和对事业的执著追
求，如今成长为一名特大型项目的项目经理。
30 年来，他荣誉满身，先后荣获局先进职工、
厦门市外来十大杰出青年候选人、厦门市“五
一”劳动奖章。 他就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简称复旦医院）项目经理刘永波。

“这个不能单绑一根， 要两根捆绑在一
起！ ”刘永波没事就在复旦医院工地里转，几
名工人围在一起绑钢筋，他瞄一眼就能发现
问题。

事无巨细，他都看在眼里。 正和《工人日
报》记者说着话，走来的工人安全帽插扣掉
了，刘永波拦下他，看着对方重新扣插才转身
离开。 “安全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大家的事。 ”
他重复了一遍自己的口头禅。

1985 年，18 岁的刘永波离开校园， 来到
中建三局工地做起了学徒工。 当时的条件很
艰苦，但他工作格外用心卖力，不挑活，不怕
苦，只要能长本事，他就去干。 “桩基施工、气
体抹灰、木工、钢筋工、装修工、水电工……”
刘永波嘿嘿一笑，“我几乎把工地现场的活儿
都干了个遍”。

为了多学点知识， 刘永波还常常去参加

各种专业培训。 他参建的厦门市政府大楼是
福建省第一个使用玻璃幕墙的项目， 为了搞
懂幕墙施工，刘永波上班时候找工人学、找师
傅问，晚上去参加专业培训。

从建筑知识到结构施工， 从装修学习到
幕墙施工， 他每天晚上都要学到凌晨 1点多。
功夫不负有心人，随着业务能力的不断提升，
刘永波很快从农民合同工成长为工长、 主工
长、副经理。 2002 年，他担任了人生中第一
个项目经理，从此，国贸大厦、建行大厦、晋江
安置房项目、洋塘保障房项目、复旦医院项目、
泉州珑璟湾工程纷至沓来，荣誉接踵而至。

项目部员工江景平说，刘永波家住金山，
从工地步行到家就 10 分钟，但他每天都跟大
家一起“泡”工地。 进驻工地至今 4 个月，他都
跟着大家吃食堂，没回家吃过一顿正餐。“夜里
11点回家都算早了， 早上 7点多总能在工地
上看到他的身影， 精力比我们这些二三十岁
的小伙子还旺盛。”在职工眼里，刘永波是一心

扑在工作上的“铁人”，让他们佩服。
“微信运动”的数据，忠实记录着这个“铁

人”的日常。 项目部员工张健说，从项目部出
发绕工地一周，步行大约 3500 步，刘永波每
天的步数至少 15000 步，常常超过 20000 步。
“项目部每个员工都开通了微信运动的功
能。”张健说，有这个排行榜，通过步数就能观
察每个人当天在工地上的工作量———刘永波
常是第一，其他员工当然不敢“怠工”。

铁人一样的工作状态， 却有水一样温柔
的内心。 “元宵节那天，他亲自提着汤圆到工
地，亲手给每个工人盛汤圆。”江景平说，刘永
波总让厨师变着法子给大家准备工作餐，而
且一定要围成一桌吃。

刘永波说，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吃饭边聊
天，不仅增进感情，还让团队气氛更融洽，“如
果一个团队连同时吃饭都做不到， 怎么能配
合做好其他的工作？ ”刘永波希望，员工们都
可以把项目部当家，把同事、工友当亲人。

作为项目经理， 刘永波深知身上肩负的
重担，他牟足劲，带领团队队伍披荆斩棘，完
成了一项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016 年 4 月 23 日， 复旦大学厦门医院
核心医疗区 A1 栋主体结构封顶。 项目团队
日夜奋战，历时 114 天完成 6 栋单体、总建筑
面积 11 万平方米的主体结构施工任务，比计
划工期提前 35 天。

2015 年 12 月 28 日夜里，20 平方米的房
间里挤着 36 名管理人员———谁要做资料用
电脑，就“让”给他一个位置，其余人就随便找
个空地，图纸往地上一铺，开始办公。

这是项目中标通知书下发的当天， 公司
安排刘永波担任该项目的项目经理， 不过时
间紧迫，这个经理连张办公桌都没有，累了也
只能在车上靠一靠。

就这样快速紧凑地完成了准备工作，进
场施工。 难题却接踵而来：主楼要在 150 天
内封顶。但项目开工临近春节，工人们想着回

家过年，人手严重不足，而施工期又逢厦门地
区多年难得一遇的连续大雨大雾天气， 工程
进度难以预计……大家都认为，这是“不可能
的任务”，经验颇丰的刘永波也预判：有一定
难度。

刘永波一面劝工人留下，一面安排做好
后勤保障。 大年初三，700 多名工人正常开
工，保障了项目所需的人手。 为应对持续大
雨大雾天气，刘永波在工地各个关键位置和
塔吊上都装上雾灯， 除了遇到无法施工的
暴雨、浓雾外，工人和项目部管理人员都穿
着雨具冒雨工作。 “工人两班倒，项目部管
理人员也是 24 小时轮班。 ”张健说，大家跟
着刘永波无周末、 无调休，115 天后项目主
楼封顶。

“工期中超过一半的时间都下着雨，有
70 多天。 ” 提前了 35 天完成 “不可能的任
务”。 刘永波现在回忆起来，说了一句：“既然
领下责任状，就得竭尽全力。 ”

从一名普通农民工，到特大型项目经理

“泡”在工地上的“铁人”

河南省卢氏县：打工村走上脱贫致富路

河南省卢氏县西邻陕西，北接陕西，属于国家级贫
困县，之前由于交通不便，交通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当
地青壮年多在外打工，有不少打工村。

近年来，当地利用资源优势，发展蘑菇种植、旅游
服务等产业，不少人结束打工，返乡创业。

荨一位曾经出去打工的村民，如今在家养殖蘑菇。
茛暑期快到了，为了能招揽更多的游客，村民王健

华正在为自己的房子做粉刷。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山东发置换债券
解决政府欠工程款

本报讯（记者丛民）为解决由政府拖欠工
程款导致的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今年以来，
山东省各地已经累计通过置换债券偿还拖欠
工程款 416 亿元。

据山东省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 山东省
财政厅目前已分三批共发行置换债券 1374
亿元，相关资金已全部下达市县。 目前，山东
省各地政府尚拖欠工程款 576 亿元。 山东省
于 ６ 月 ６ 日再次发行置换债券 353.78 亿元，
为各地清偿政府拖欠工程款等债务提供资金
保障。据了解，下一步山东省还将加大置换债
券发行力度， 山东省政府将督促市县将尚未
纳入今年置换债券发行计划的拖欠工程款债
务，全部纳入下半年置换债券发行计划。

赣州石油：
助力返乡农民工种植

本报讯 （通讯员周玲）为帮助当地返乡
农民工解决在烟叶种植过程中遇到的时间
紧、人手少和栽种慢的困难，近日，中国石化
赣州石油组织 10 余名青年志愿者深入到江
西省赣州安远县双芫乡固营村， 帮助该村烟
农移栽烟叶。

活动现场，在技术员的指导下，青年志愿
者们挖穴、放苗、栽苗……移栽工作有条不紊
地进行着，成为烟叶大田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赣州石油以移栽服务活动进一步融洽企业与
当地农民之间的“鱼水情”，确保了今年烟叶
生产顺利开展。

太原铁路房建段工会：
为困难工友当好“娘家人”

本报讯（通讯员安怀军 安涛）太原铁路
房建段按照路局工会帮扶救助安排， 把关注
困难职工冷暖、关心困难职工生活、关爱困难
职工健康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实施温暖工
程， 把党政工各级组织的关怀传递到困难职
工的心坎上，发挥工会“娘家人”桥梁纽带作用。

该工会打破帮扶救助是工会事的传统观
念， 坚持定期向段党政主要领导通报帮扶救
助情况，及时沟通信息，取得共识；坚持日常
生病上门探望、大病救助资金发放、节日困难
职工慰问。 从情感入手，在工友感到压力大、
软弱无助， 挫败感强时施以援手， 真正发挥
“娘家人”的作用。

中铁十局中标
新建阿富准铁路工程

本报讯（通讯员潘绍友 支运宝）近日，中
铁十局中标新建阿富准铁路阿勒泰至富蕴段
站前工程 S2 标段， 工程造价 14.93 亿元，总
工期 36 个月。

新建阿富准铁路阿勒泰至富蕴段站前工
程 S2 标，正线全长 133.5 公里，电力线路 20
公里，通信迁改 9 处，路基区间土石方 991 万
方，35KV 永临结合电力贯通线 133 公里 。
阿富准铁路的修建对于促进沿线地区矿产资
源开发，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职业病病人应享的保障和待遇
全国总工会劳动保护部

何谓疑似职业病病人？

实践中，对有些职业病作出诊断，需要
较长的诊断观察时间，在医疗卫生机构疑诊
为职业病、而没有最后确诊前，患病病人称
为疑似职业病病人。

通常情况下，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可视
为疑似职业病病人：（1） 劳动者所患疾病或
健康损害表现与其所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
素的关系不能排除的；（2） 在同一工作环境
中，同时或短期内发生两例或两例以上健康
损害表现相同或相似病例， 病因不明确，又
不能以常见病、传染病、地方病等群体性疾
病解释的；（3） 同一工作环境中已发现职业
病病人，其他劳动者出现相似健康损害表现
的；（4）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职业病诊断机构
依据职业病诊断标准，认为需要作进一步的
检查、 医学观察或诊断性治疗以明确诊断
的；（5）劳动者已出现职业病危害因素造成的
健康损害表现， 但未达到职业病诊断标准规
定的诊断条件， 而健康损害还可能继续发展
的，如职业病诊断标准中规定的观察对象等。

用人单位在保障职业病病人待遇

方面应当履行哪些义务？

（1）安排职业病病人进行治疗、康复和
定期检查。相当一部分职业病的治疗需要较

长的过程， 许多职业病还具有不可逆性，需
要积极进行治疗和康复，以尽可能复归社会
和适当的工作岗位。职业病病人后续的治疗
和康复涉及医疗费用、住院期间的生活补贴
等问题，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履行义务，安排
职业病病人进行治疗、 康复和定期检查，并
承担相关费用。 （2）对不适宜继续从事原工
作的职业病病人， 应当调离原岗位并妥善
安置。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已经被
诊断为职业病的病人， 如果继续在原有岗
位上从事原工作、继续接触职业病危害，可
能会加剧病情，不利于劳动者的健康保护。 用
人单位对于不适宜继续从事原工作的这部分
职业病病人，应当依法将其调离原岗位，防止
其继续遭受危害，同时要予以妥善安置。

（3）在经济上给予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
作业的劳动者以必要的补偿。对从事接触职
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应当给予适当岗位
津贴，是由职业病危害岗位的具体性质所决
定的。 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相比普

通岗位而言， 患病的风险和概率都比较大，
劳动者本人为此承担的精神压力和因自我
防护采取措施的成本也较大，给予适当的岗
位津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这部分劳动者
进行合理补偿。哪些劳动者可以享受岗位津
贴可参照国家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安全生产监
管等部门制定的 《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
确定。 （4）没有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
应承担职业病病人的医疗和生活保障待遇。

职业病病人依法享有哪些工伤保

障待遇？

工伤保险是劳动者在工作中或在规定
的特殊情况下，遭受意外伤害，或患职业病
导致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以及死亡时，
劳动者或其遗属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
助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我国社会保险法和
修订后于 2011 年 1 月 1 日施行的 《工伤保
险条例》，确立了现行的工伤保险制度，其宗
旨是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

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
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
伤风险；主要内容是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依照
有关规定向用人单位征缴工伤保险费， 实行
社会统筹，设立工伤保险基金，用于对工伤职
工或者职业病患者提供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

《职业病防治法》明确规定，职业病病人
经过工伤认定后，有关诊疗、康复费用，伤残
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职业病病人的社会保
障，按照国家有关工伤保险的规定执行。 职
业病病人经治疗， 伤情相对稳定后存在残
疾、影响劳动能力的，还应当进行劳动能力
鉴定，劳动能力鉴定也是职业病病人享受工
伤保险待遇的重要依据之一。工伤保险待遇
的具体内容包括：（1）工伤医疗待遇。 （2）停

工留薪待遇。①职业病病人需要暂停工作接
受工伤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享受正常
工作期间标准的工资福利，由所在单位按月
支付；②停工留薪期一般不超过 12 个月。伤
情严重或者情况特殊，经设区的市级劳动能
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
不得超过 12 个月。 ③工伤职工评定伤残等
级后，停发原待遇，按照有关规定享受伤残
待遇。 ④在停工留薪期满后仍需治疗的，继
续享受工伤医疗待遇 。 ⑤生活不能自理
的 ，在停工留薪期需要护理的 ，由所在单
位负责 。 （3）伤残待遇。职业病病人经过劳动
能力鉴定， 据劳动功能障碍程度和生活自
理障碍程度 ， 被确定为相应的伤残等级
后，按照不同的等级享受对应的伤残待遇。

云南→贵州→宁夏→广东

蔬菜采摘工
万里辗转路
据新华社电（许晋豫）在宁夏回族自治区

贺兰县常信乡的供港蔬菜基地里，３１００ 亩蔬
菜长势正旺。 ２３ 岁的高莲英弯着腰，右手拇
指上的指甲状锋利铁片， 在空中划出一道优
美的弧线，借着惯性准确地将菜梗切断，大拇
指再一掰，广东菜心应声而落。而这看似简单
的采摘动作，采摘工人每天都要重复上千次。

宁夏地处西北，凭借地理、光照和温差优
势，已发展成为国内重要的供港蔬菜基地。而
蚝油菜心，一道香港市民餐桌上的常见菜肴，
被精心采摘下 １２ 个小时后装上冷链车，２ 天
左右即可到达香港。 宁夏全区现有供港蔬菜
基地 ２０ 多个，来自云贵的采摘工近万人。

来自云南文山县的高莲英， 已是第 ４ 年
到宁夏供港蔬菜基地从事采摘工作， 然而宁
夏并非她的唯一目的地。 作为“追”着菜走的
采摘工，每年 ３ 月至 １１ 月，采摘工会从云南、
贵州老家来到宁夏 ，１１ 月至来年 ２ 月则要
“转场”至广东。打开地图不难看出，这是跨越
万余里的辗转。

在农民纷纷进城务工的今天， 菜田就业
的云贵采摘工显得有些“另类”。 虽然拖家带
口， 挤在几平方米的宿舍里， 每天从早忙到
晚，采摘工却认为，这样的付出是值得的。 宁
夏勇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场长洪桂德告诉记
者，采摘高峰期，一些夫妻一个月的收入能达
到 １．５ 万元。 像高莲英这样的熟练采摘工每
天都有 ２００ 多元的收入， 一年可以挣到五六
万元，即使是“新人”每天也有 １００ 多元的收
入。 这在云南、贵州农村是比较可观的。 高莲
英说：“我们不怕辛苦， 只希望有一天能够通
过自己的努力走出大山。 ”

地处青藏高原东部的青海省海东市化隆
回族自治县， 是一个以多民族聚居的国家扶
贫开发重点县。 因山大沟深、交通闭塞、土地
贫瘠，自然环境恶劣，全县 21.6 万农民基本
上处于“靠天吃饭、望天增收”的境况。

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第一批化隆农民
工带着家乡特有的拉面手艺， 走出封闭落后
的大山，初涉厦门、上海，开起了“化隆拉面”，
拉开了在全国各地创业致富的序幕。

如今，在北京、广州、三亚、拉萨……在国
内 198 个大中城市，随处可见“化隆拉面”的
身影。在全国 1 万多家化隆拉面馆的面案上，
飞舞的拉面银丝如同一道道五线谱， 上面跃
动的是化隆农民工大众创业的欢快音符。

26 年前，化隆县阿什努乡的农民工马贵
福怀揣着东挪西借的 5000 元钱来到福建厦
门，开始了他的创业梦想之旅。“当时，从大西
北到饮食习惯完全不同的厦门推出拉面，所
走的路似乎有些迷茫。但上世纪 80 年代末国
家鼓励全民创业的大背景和利好政策， 成了
我坚定发展的信心基础。 ”马贵福说。

靠着吃苦耐劳的精神， 这个来自清凉的
青藏高原汉子在炎热的南方海滨城市出力流
汗，生意一天天好起来。 经过几年的“打拼”，
马贵福在厦门站住了脚。 从一个山里的农村
娃，逐步脱贫致富，成长为化隆县家喻户晓的
致富楷模， 为穷苦山村的老百姓引领了一条
拉面致富的新路子。

回乡探亲的马贵福看到了村子里依旧低
矮破旧的土坯房， 看到了乡亲期盼致富的眼
神， 他把村里的年轻人带到厦门的拉面店打
工。 从事拉面经营 26 年来，马贵福一直不忘
回报社会，先后累计捐款达 13 万元，先后拿
出 30 万元作为启动资金， 支持了 21 名农民
工创业。 “拉面致富，天南海北开拉面馆。 ”
这不仅成为对外宣传的形象语， 也成为化隆
县立足民族特色、 通过劳务输转实现脱贫致
富的成功实践。 马贵福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诠释了新时代农民工的历史责任和价值追
求，先后荣获“青海省十佳农民工创业先进个
人”、“全国优秀农民工”等称号。

本报记者 邢生祥

本报通讯员 李玉峰

农民工将拉面馆
开进国际机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