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有困难找工会。 这句话我
们农民工在创业中有很深的体会，工会不
仅给资金扶持，还组织创业辅导和业务培
训，帮助我们提高技术业务水平，还给我
们荣誉。 遇上困难帮我们排忧解难，如今
年遇上两次强台风，工会组织人员抢险救
灾。 ”这是近日惠安县总工会在鼎模农场
召开农民工创业经验交流会的共识。

2016 年， 惠安县总工会共扶持 9 个
农民工创业扶助工程项目，以农业为主 5
家，手工业 2 家、海产养殖 1 家、文化产业
1 家，吸纳从业人员 117 人，带动农场周
边的农户脱贫致富数百户。这些项目的年
度投资规模在 35 万元至 100 万元之间，
实现产值超 920万元，利润 250多万元。

“2014 年我开始创业时，向农民租

地 100 亩都是荒地，主要种植红萝卜，收
成时市场不景气，遇上经济困难，红萝卜
的价格低，一亩卖不到 2000 元，不够肥
料，亏本严重，后来在亲朋好友的支持下，
筹集资金，出现好转。 今年得到了工会的
扶持， 我又参加了工会组织的业务培训、
和其他创业的农民工一切交流等，取得了
一定的促进作用。 感谢工会的帮扶！ 我将
继续努力，争取来年有更好的收益。 ”惠安
县新龙华农民专业合作社创业者郭荣发说。

据悉，该县党政工会为贯彻落实泉州
市委、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从资金扶
持、培训提升、倾斜服务等方面出台了一
系列扶持政策， 为农民工创业扶助工程
保驾护航。

（傅乔成 彭育平）

杭州：

务工者靠制作传统爆米花养家

责任编辑：赵剑影
新闻热线：（010）84151037
E-mail:grrbdgzzj@163.com

2017年1月12日 星期四
http : / / www ．workercn ． cn 权益·服务6

当“过客”还是留下来？
———四名在穗打工者就业去向调查

山东威海：

78 名农民工讨回了工钱
本报讯（记者杨明清 通讯员夏丽萍）“这下可

好了，终于有钱回家过年了。 ”日前，威海环翠区法
院帮助 78 名农民工讨回了部分血汗钱，四川籍农
民工刘伟高兴地表示， 终于可以高高兴兴地与家
人过个团圆年了。

在威海环翠区法律诉讼服务中心，记者看到，
前来领薪的农民工排起了长队， 等待工作人员把
辛苦盼来的工资交到自己手中。在这 78 名工人当
中，年龄最小的 30 多岁，最大的近 60 岁，所欠工
资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据了解，拖欠工资的这
家木业公司由于经营不善，停产歇业，没有能力支
付工人工资，一欠就是一年多。大家在多次索要无
果的情况下，诉至法院寻求帮助。在法院和被执行
人驻地政府的协调配合下， 最终筹得了 50 多万
元。目前该法院正在尽快发放欠薪，争取在春节前
将拖欠农民工们的工资全部予以发放， 让他们能
够安心回家过年。

内蒙古：

农民工有了“节假日法庭”
本报讯 （记者李玉波 通讯员闫征）“真是太感

谢法官同志了，没想到这么快我们的工资就有了着
落。 ”近日，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人民法院民
三庭张良法官办公室来了六位当面致谢的农民工。

张某某等六人受雇于马某， 从事桥涵水闸工
作，双方约定工资为每天 240 元。张某某等六人共
做工一个月，经双方结算后，马某给付了六名工人
部分工资款，但剩余的工资一直拖着不给，张某某
等六人眼巴巴地等着工资回家。无奈之下，诉至杭
锦后旗法院请求维护权益。 为了让农民工摆脱困
境、顺利返乡，该院民三庭法官多次与被告电话沟
通，从法理情理等方面积极做当事人的工作，最后
被告同意到庭调解，并当场达成了调解协议。拿到
调解书两日后，马某主动付清了剩余欠款。

入冬以来， 杭锦后旗法院针对农民工讨薪案
件，从立案到审执，开辟了“绿色通道”，还专门在
民三庭设立了农民工讨薪“节假日法庭”，要求节
假日照常开庭审理涉农民工工资案件， 案件从审
判管理到考核也进行了专门规定和细化。目前，该
院“节假日法庭”受理案件 249 件并已全部审结，
案件平均审限 10 天，案件从审理到给付农民工工
资最长时间为 13 天， 有近 30%的案件是当场给
付，已直接为农民工讨回工资 621 万余元。

四川广安:

为农民工追回 38万元欠薪
本报讯 “老乡，我们是广安区劳动监察大队、

总工会、建设局的干部，请问一下，你们在工地上
打工是不是能按时领到工资，有没有拖欠现象？ ”
“没有，老板很讲诚信。 ”春节将至，为进一步保障
农民工工资足额支付，新年一上班，四川广安市广
安区劳动监察大队、总工会、建设局就执法人员就
深入到辖区内的各建筑工地， 专项检查农民工工
资兑付情况， 重点检查工地是否按时足额支付农
民工工资，有无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并向农民工
宣传工资支付相关政策。 执法人员通过听汇报、看
记录、 查报表、 随机走访正在施工的劳动者等方
式，对各项情况严格审查、逐一落实。

在广华大道项目工地， 执法人员向民工发放
了兑付民工工资相关政策的相关资料， 并现场向
他们讲解相关法律知识，从检查情况看，工程承包
方能够较好的遵守该区关于农民工工资支付的相
关规定，没有发现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 执法人
员还要求受检单位要高度重视农民工工资发放问
题，坚决杜绝出现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

此次共检查用工单位 49 户 ， 涉及农民工
1300 余人，成功处理拖欠民工工资案件 20 件，涉
及 117 人，为民工追回工资共计 38 万余元，切实
维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高柱 廖周毛）

1 月 8 日，杭州，来自河南商丘的张大爷在一个楼
盘外制作传统爆米花。

他今年 58 岁了， 从 1996 年开始制作和销售爆米
花，一晃已经过了 20 年。 他还自豪地说，自己靠“爆米
花”供养女儿上大学，还给两个儿子各买了一套房。

视觉中国供图

本报记者 刘友婷
本报实习生 冯晓书

农历新年将至， 不少外来务工人员面临的不

仅是春节回乡， 还有未来去向何处的困难抉择 。
“过年会回老家，但节后还要来这边打工。 ”1 月 8
日，在广州开夜班出租车的司机张师傅说。

广东是外来人口流入大省 ， 全国大部分省市
流出的农民工集中在珠三角地区。不少外来务工

者或是孤身一人，或是携家带口，穿行于大街上、
劳作于餐馆里 、工地上 、地铁中 ，有愁容 ，也有笑
脸。 他们是要成为返乡创业的带路人，还是要留
在城里完成“人的城镇化”？ 近日，《工人日报》记者
带着这个疑问，对他们进行了调查采访。

本报讯（记者王伟 通讯员伏在江）日前，从南方
提前返乡的青年农民工小贺， 拿着与本地开发区一
企业签订的用工合同， 高兴地说：“过年后俺就不用
远走他乡打工了，虽然工资少了点，但既能挣钱又不
误农田，还能照顾老人和孩子。太谢谢镇工会了。 ”这
是连云港市赣榆区工会为返乡农民工订制的春节
“套餐”的其中一份。

春节临近，赣榆区总工会通过微信、qq 群等平台
以及走访已提前返乡的农民工， 汇聚他们的愿望和
想法，并有针对性地订制“套餐”，为返乡农民工做好
相关服务。

兑现足额工资，全家过个富足年。 在本区内企业
打工的农民工、特别是近万名船员，由于长年在海上
捕捞作业，工资发放和领取不方便，一般都是平时发

零用钱，年底统一兑现工资。 为了保证船员在回家前
能足额领到工资， 区总工会提前与船员工会及区渔
政等部门联系，启动船员工资兑现程序。 对全区船员
及工资标准、应发工资额等作了系统的统计，并利用
电台与海上的船主取得联系，通知岸上筹备好资金，
保证船员上岸工资到手。 同时，还成立了渔政、银行、
船员工会组成的工资发放服务和监督两个小组，现

场办理工资发放存取手续、现场监督工资发放。
针对农民工一年在外忙忙碌碌、 无暇顾及家乡

发展变化信息的情况，区总工会协调有关媒体，宣传
家乡一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工作的进展
以及新的一年规划。各级工会还计划举办 31场职工喜闻
乐见的文体活动，比如，送戏下乡、广场晚会、职工文化
大讲堂等迎接返乡农民工，社区及村级工会职工书屋
全面开放，还将组织农民工开展健康体检。 为了满足
部分农民工不再远走他乡，能在家门口就业的愿望，
区总工会主动与工信局、社会保障局、工商局以及民
营企业党工委配合， 对全区企业用工需求进行了一
次调查摸底。 目前，已有近 2 万个岗位“虚位以待”，
计划正月初六举办“庆新春、促就业”专场招聘会，区
总工会还将在活动现场免费为求职者提供就业信
息、职业指导、技能培训、政策咨询等服务。

连云港市赣榆区返乡农民工有了春节“套餐”：统一兑现工资，备足就业岗位

“年后，就不用远走他乡打工了”

案例 1
城里挣钱，回家生活

1 月 8 日，凌晨 5 点，张师傅刚下晚班。
晚上 9 点上班， 到第二天凌晨 5 点下班，这
样的的士司机生活他已经过了好几年了。
1989 年，跟随着大家“南下”，刚中学毕业的
张师傅和邻居一同到广州打拼。 而他的老
家在距离广东超过 1500 公里外的河南。

“刚来到广州时，我们都是经过介绍进
的工厂，一天工资是 5.6 元，交完税之后就
只有 4.25 元。 ”即使已经过了 20 多年，张师
傅对进厂的那段经历依然记忆犹新。 没有
周末和节假日，每个月都要干满 30 天，张师
傅说当时只希望多赚点钱。 他还告诉《工人
日报》 记者， 刚到广州最困难的不是语言不
通，而是没有暂住证。 “暂住证每个月要交 30
元来办，当时只好到处躲，怕被拉去收容所。”

不在工厂干活了以后，张师傅踩着自行
车到街上卖些小东西，“其实就是‘走鬼’，城
管一来，把东西一收就赶紧跑。”这样的生活
又持续了好几年。 与同乡的女孩结了婚，生
了小孩， 张师傅把他们都一并接到广州来。
大女儿现在已经工作，由于学费上涨，他把
第二个小孩送回了老家。 “孩子虽然成了
‘留守儿童’，但是学费是可以减免的。 ” 张
师傅一家每月有 8000 元收入。然而，一通花
销下来，手中依然没有余钱。

张师傅告诉《工人日报》记者，今年是他
来广州的第 27 年个年头， 但他仍然没想留
下来。 虽然当初进工厂时，有户口南迁的机
会，但他还是坚持保留了河南户籍，在这里
只是挣钱，生活还是要回家。 “虽然家乡经济
与广州没办法相比，但那里有自己的根。 ”

返乡者：落叶还是要归根

案例 2
开销太大，扎根不易

南方报业集团大楼前有一座天桥，每
到中午时分，经过天桥的人络绎不绝。天桥
上有 4 家摊贩，有两家卖水果的，其中一家
就是杨大伯。他看起来有些腼腆，眼角生着
皱纹，双鬓染上白霜 ，黝黑粗糙的手不断
来回搓动。 上世纪 70 年代末，杨大伯就来
到广州， 几十年的时间也没能淡化他的湖
南乡音。

早上 9 点多就挑着担子来卖水果，临
近中午，担子上的橘子依然堆得满满的。杨
大伯说， 今天生意不好， 可能要卖得晚一
些。 “等下一点半我就回去吃饭了，下午 3
点再出来，到晚上 8、9 点再回去。 ”

杨大伯和妻子住在广州的一个小单间
里，每个月要交接近 1000 元的租金。 刚来
到广州的时候，跟大部分人一样，他也进厂
做工。后来还在建筑地里干过几年。高楼慢
慢建起来，杨大伯却失业了，工地不再需要
那么多人。

水果讲究时令， 生意也总是有淡季也有
旺季。“每天都到天桥来卖水果，遇上城管就
换个地。 多的时候一天要换四五个地。 ”广
东雨水多， 杨大伯却说摊贩最喜欢这样的
日子，因为城管不上班，他不用提心吊胆。

杨大伯说自己虽然大半辈子都在广州
生活，他依然不会讲粤语，“跟广州本地人没
有太多生活上的接触。”他还告诉记者，在这
里花钱容易挣钱难， 自己最后肯定是要回
到农村伺候那两亩田地。 “还是回家养老比
较安心。 ”

留穗者：习惯了广州生活

案例 1
喜欢城市，慢慢融入

1 月 6 日早晨，5 点半，颜阿姨就在早餐
公司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她在大学门口的
公交站等着公司的人把早餐送来， 张罗着
摊位。 一张不到一米五的不锈钢台面上，摆
放着各式各样的早餐。

恰逢上班高峰期， 等候的乘客越来越
多。 颜阿姨非常熟练地一边将客人的餐点
放进塑料袋， 一边嘴上还一刻不停地招呼
着：“仲有面包同埋粥，面包系全麦嘅，粥有
紫薯同埋南瓜，你睇下你想吃咩？ （还有面
包和粥，面包是全麦的，粥有紫薯粥和南瓜
粥，你看你想吃什么？ ）”流利的粤语几乎听
不出口音。

就这样一直持续到早上 10 点半左右，摊
位上的早餐卖得差不多了，她开始收摊整理。
颜阿姨加快动作，她要赶回家给女儿做饭。

颜阿姨是广西人，2008 年来到广州。 她
跟女儿住在石牌桥的一个小单间， 每个月
房租 750 元，不包水电。 大女儿在私立学校
上学，每个学期学费要 6000 元，第二个孩子
每个月在幼儿园也要 1300 多元。 在公司打
工没有底薪，收入主要靠提成。 在付了房租
水电、日常吃用以及女儿的学杂费之后，也
就没有余钱了，“刚好够开支”。 但颜阿姨还
是很满足，“很喜欢广州。 ”她说。 长年在外
打工，颜阿姨说已经很少回老家了。

“老家那边环境也还好，但我还是想留在
广州。 大城市里教育条件和以后的发展肯
定要比小城市好。 ”8 年的时间，颜阿姨与广
州这座城市的融合越来越紧密。

案例 2
鲜回老家，已无挂念

在广州，不同地区的人，不同地域的
食物，不同的语言都在这里交融。同为河
南人的张大爷已经 60 多岁了，但身体硬
朗、精神矍铄。 2000 年，张大爷来到广
州，他现在做着小本生意。

“今年生意都不好，但也要比去年好
些了。”他告诉记者，生意好的时候每天可
以卖 100 多元， 生意不好时也就 50、60
元。 张大爷说自己没有养家的压力：一双
儿女都已长大成人， 各自有自己的家庭。
与其说为了赚钱而做生意， 张大爷更多
是为了消磨时间。 “还能走得动的时候就
继续干活，子女时不时会寄钱给我，做生
意就当帮他们减轻压力了。 ”因为孩子们
都在外工作的缘故， 张大爷几乎没有回
过老家。 “我已经习惯广东的生活了，
常年不回去也没什么好挂念的。 ”

不管是返乡或是留穗， 对于外来务
工者来说并不容易选择， 一些打工者不
甘心回乡， 却又没有坚定融入的决心，
只能渐渐处于城市的边缘之中，无法享
受到城市的资源。 然而，那些学习能力
较强，有一技之长的打工者 ，往往会完
成自身的“城镇化”，往往也能在生活上
得到更多。 广东省政府参事、省委党校
教授陈鸿宇告诉记者 ：“不管是返乡还
是留下来， 对于打工者和政府而言，都
有努力的空间。 一方面是政府提供保障
和支持，另一方面打工者也要提高能力
和技能。 ”

各地集中清理欠薪

湖北武汉：

把“安全返乡”送进工地
本报讯（记者张翀 通讯员周舟 吴忌）“小偷、骗子往往

不是一个人在作案，他们以团伙为阵，且分工明确，同时着
装得体，极难分辨。”日前，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分局民警华丽
在武汉塔子湖项目部，为广大农民工友带来现场演示春节
返乡以及节后返岗途中的防盗、防骗、防爆等问题。

针对如何在防盗、防骗 ，华丽警官邀请到两位农民
工友与其一同演示 。 在演示过程中 ，她提到几点需要重
点留意的地方 ，例如作案前 ，他们会事先观察 ，寻找作
案目标 。这个环节要留意较多频次出现在身边的可疑人
物。 演示之余，华丽还为再做农民工分享了几点防盗、防骗
的经验之谈。

中建三局总承包公司武汉塔子湖项目部负责人表示，春
节将至，武汉市即将迎来一波返乡热潮。 项目部与派出所将
建立联动机制，针对矛盾纠纷、安全隐患等事件搭建快速处理
及维权“绿色通道”，以保护农民工友人身安全及合法权益。

山西太原：

红外激光灯确保施工安全
本报讯 近年来，太原铁路局为不影响客货运输，夜间

工务施工作业逐渐增多，尤其在大机清筛、捣固项目中，由
于作业项目多、上线人员多、配合单位多、视线盲点多，数台
大型养路机械设备连续往复作业，操作人员劳动强度大，且
夜间照明局限性造成视觉死角，遇到雾霾、大雨、烟尘等特
殊环境因素的干扰， 对误入作业车前后的地面作业人员存
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因此作业距离的长短一直成为以往施
工的关键卡控点。

太原工务机械段 “叶云龙攻关组”5 名青年骨干成员，
利用休息时间动手制作了“10 米安全距离激光发射灯”，不
仅能提醒作业车前后施工人员严禁越过红色安全激光带，
还可以在施工结束后车组联挂两度停车时起到距离确认
的作用，确保了施工安全。

（路建斌）

本报讯（记者丛民 通讯员李英）山东省
郓城县郓州街道申厂村 25岁青年郭旗，在
外地打工多年， 去年 6月回到村子里开了
一家淘宝汽车生态服务站很是红火, 通过
电商平台,他打通了地域优质绿色农副产品
进城和工业品下乡双向流通渠道，因而他的
汽车生态服务站每天都忙碌地进出取货送
货码货。 在今年“双 11”这天,这个农村小伙
就通过“阿里车码头”卖出了 30余台汽车。

在郓城县当地，像郭旗这样的农村青
年通过回乡创业致富的不在少数。 22 岁
的邹开豪去年大学毕业，正赶上阿里巴巴
“千县万村”项目在郓城实施，邹开豪觉得
这是一次机会，他报名参加，通过培训、考

察等环节，顺利成为了首批“村淘”从业人
员之一。 如今，他的电商业务做的风生水
起。 “看到招募信息， 我果断回到家乡创
业，‘村淘’服务点利民便民，圆了我的创
业梦。 ”邹开豪对未来的发展信心满满。

据了解， 郓城县是江北第一个村淘点
过百的试点县， 目前, 已建镇村级服务站
点 165个,实现了所有乡镇办事处全覆盖。

据郓城县商务局局长梁海涛介绍， 如
今广大农村青年投身电商创业的热情日益
高涨，郓城县因势利导，开展多形式、多层
次、多专业等精准培训。 同时，为电商企业、
网商网店提供产品策划包装、形象展示等全
方位服务。

开展精准培训，为网商网店提供全方位服务

郓城返乡创业农民工圆梦电商

资金扶持 培训提升 服务倾斜

惠安农民工返乡获扶助

年末，求职者在招聘会上寻找工作岗位。
张国荣 摄/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