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张翀 通讯员陈多红）临近春节
是欠薪违法行为高发期。 湖北省人社厅劳动保障监
察局公布了 6 起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违法犯罪案
件，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其中，欠薪最高的
一笔为 59 万元，涉及 42 名工人，包工头谭某某被判
有期徒刑 1 年 6 个月。

谭某某承包了福建一家公司承建的荆门市掇
刀区亿龙福星城 3、4、7 号楼的装饰工程，工程决算
后，谭某某却藏匿起来并关闭通讯工具，逃避支付
42 名工人工资。 2016 年 1 月，在荆门市掇刀区人社
局下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后，谭某某
逾期仍不支付。 期间， 承建方按谭某某拖欠工资
50%左右发放工人部分工资 394553 元，该公司另垫
付了 253837 元，工人仍被欠工资 338655 元。

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后， 通过网上追逃， 当年 4
月，谭某某被抓获归案。 当年 11 月 30 日，荆门市掇
刀区人民法院判决 ， 谭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592492 元，行为已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 2 万元。
1962 年出生的先某某则获刑两年，承包了湖北

省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塔街办郭家湾村湖北中科伟
伦科技有限公司办公楼部分建设工程项目，工程完
工并完成决算后，先某某采取手机关机、更换电话
号码、转移居住地等方式，逃避支付 21 名农民工工
资共计 111825 元。 2015 年 10 月 30 日，宜昌市夷陵
区人社局送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先
某某逾期未支付，夷陵区人社局将此案移交公安机
关，2016 年 1 月 29 日，先某某被抓捕归案。 2016 年
5 月 15 日，夷陵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先义生有期徒
刑两年，并处罚金 5000 元。

公布的其他案件则均在司法程序办理中。 2016
年 7 月 6 日，武汉盛世开源商贸有限公司被投诉拖
欠职工工资，老板逃匿。 经过调查，该公司法定代
表人为陈某，共计拖欠周某等 101 名员工工资 20.5
万余元，收取押金 3.95 万元。 当年 10 月 18 日，武
汉市新洲区人社局依法对该公司下达了《劳动保障

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 该公司逾期未支付， 当年
11 月 23 日， 新洲区人社局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目
前，将依法追究陈某的刑事责任。

2016 年 5 月 24 日， 周某某无纺布加工厂被投
诉拖欠48 名员工三个月的工资，经查，该厂拖欠 48 名
员工 2016 年 2 月至 4 月工资共计 155358 元，2016 年
5 月 15 日，该厂关门，厂内所有设备转移，周某某电话
一直停机。 2016年 6 月 6 日，湖北省仙桃市劳动保障
监察局在加工厂门口张贴送达了《劳动保障监察限
期改正指令书》， 责令其在 3 日内支付拖欠的工
资，该厂逾期未支付 ，7 月 14 日 ，仙桃市人社局将
该案移送仙桃市公安局，周某某已被仙桃市公安局
刑事拘留，等待进一步处理。

湖北省人社厅劳动保障监察局相关负责任人
表示，湖北省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联动，持续
保持高压态势， 严厉惩处欠薪违法犯罪的责任人
员，对恶意欠薪犯罪实行零容忍，切实维护劳动者合
法权益。

对恶意欠薪犯罪实行零容忍 严惩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湖北省公布 6起欠薪违法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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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北梦原

随着第一代农民工的老去，农民工养老问题正
日益频繁地进入大众关注视野。 人社部数据显示，
截至 2015 年年底 ，41 岁以上农民工占比已高达
44.8%，50 岁以上的高龄农民工数量已达到 4967
万人，预计 2016 年将突破 5000 万人。

曾经助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如今却背负上
了沉重的养老“欠账”，面临“老无所依”的考验。 在
《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农民工群体被纳入社会保
障网络的 2008 年， 我国高龄农民工数量已接近

2800 万人。而当年，18 岁至 69 岁农村户籍人口中，
仅有 5.6%的人参加了养老保险，其中，在城镇就业
的农民工参保比例仅为 17%。 这意味着，大部分农
民工在 2008 年前，处于“零保障”状态。

为了补上农民工养老的“欠账”，近年来，国家
加大了对农民工的保障力度。除了城镇职工养老保
险之外，新农保、新农合、城乡养老保险等一系列社
会保障体系都针对性地将农民工纳入保障范畴。但
由于历史和现实问题，农民工“多头参保，最终无
保”的问题依然存在。

从社会保障体系设立之初，农民工庞大的社保
“白户”规模，就已经让他们倒在了保障的“起跑线”

上。更让人着急的是，起跑之后，农民工群体被拉下
得越来越远，养老“欠账”越来越难补。

按照我国社保规定，连续缴纳社保 15 年以上，
是参保人享受养老金的前提。然而，从 2008 年开始
计算，2800 万高龄农民工中的大部分人，至退休时
都难以达到 15 年的缴费年限。

补缴、续缴社保成为这部分人享受养老保障的
唯一办法。然而，尽管各地补缴细则不一，但这些针
对农民工补缴社保的限制却类似：农民工需要补缴
的养老保险，往往集中在 2008 年之前，而有关部门
的追缴时效却仅限于近年……

补缴社保并非农民工想补就能补。有关方面对

此也毫不避讳：如果不限制补缴，违反了公平原则，
参保单位和参保人当时放弃按照低标准缴费，而现
在选择按当时的标准补缴本金和少量的滞留金，是
对其他按月正常参保人的不公平，也是对社保基金
安全的冲击。

不可否认，对补缴社保的农民工加以区分辨识，
非常必要。但从农民工角度来看，部分限制条件确实
“多余”了。根据有关政策，个人补缴养老保险应按照
本年度或上一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的 60%为基数。 有
媒体据此计算， 农民工一次性补缴社保的金额高达
8~9 万元，不少农民工在“看得见”的当期收入和“摸
不着”的未来保障之间，主动选择了放弃。

个体有选择放弃的权利，但保障政策没有放弃
的空间。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对农民工养老
“欠账”的弥补或许难以避免地会影响经济的“当期
收入”，但为了一个更有希望的未来，这笔“欠账”必
须补上。

农民工养老，一笔亟待补上的历史“欠账”

农民工：干一天算一天，钱攥在手里最安全，能不能转移接续不清楚
企业：让员工签订协议自愿放弃社保，虽属违法，“没人查，就没事”

养老金离农民工有多远？

单位哪些项目必须发现金
哪些不能发？ 你知道吗？

工资、加班费、高温补贴、福利……一年到头算
下来，单位能给你发的东西不少呢！ 但是你知道这些
东西，哪些是必须发现金？ 而哪些又是不能发现金的？
《工人日报》对此进行了梳理。

必须发现金的项目
1.工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规定，工资应
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 不得克扣或者
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第五条中明确 ，工资应当
以法定货币支付。不得以实物及有价证券替代货币
支付。

2.加班费

加班工资是对劳动者休息休假损失的补偿，属于
法定工资报酬的一种，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企业必须履
行的法定义务。

加班工资属于劳动报酬， 必须以货币形式给付。
因此，安排职工加班，必须依法安排补休或支付加班
工资，不得以实物或过节费来冲抵。

3.高温补贴

高温补贴是为保证炎夏季节高温条件下经济建
设和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保障企业职工在
劳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和身体健康，决定适当提高职
工夏季清凉饮料费发放标准。

国家规定， 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高温天气下
（日最高气温达到 35℃以上），露天工作以及不能采取
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 33℃以下的，应当向
劳动者支付高温补贴。

高温津贴属于劳动报酬（工资）组成部分，因此需
要以货币形式发放给劳动者。 该发而不发属违法行
为，最高面临 1 万元罚款；未足额发放的，视为拖欠或
克扣工资。

4.“十三薪”

“十三薪”：即第十三个月工资，也称“年底双薪”，
是指单位按照规定程序向个人多发放一个月工资。

注意！ 如果劳动合同或单位规章制度规定有“十
三薪”的发放和计算方式，那么十三薪就是工资的组
成部分， 用人单位在发放十三薪和年终奖的过程中，
应当以货币形式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能违反劳动法
律法规。

不能发现金的项目
1.过节福利

中华全国总工会在 2014 年 7 月下发 《关于加强
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的通知》中规定，工会组织逢
年过节可以向全体会员发放少量的节日慰问品。

需要注意的是，节日慰问品需为实物形式，全总
在工会经费“八不准”中明确规定，不准用工会经费购
买购物卡、代金券等。

2.劳动保护用品

劳动防护用品，是指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为免遭
或减轻事故伤害或职业危害所配备的防护装备。

《劳动保护用品管理规定》第十五条规定，使用劳
动防护用品的单位应为劳动者免费提供符合国家规
定的劳动防护用品。 使用单位不得以货币或其他物品
替代应当配备的劳动防护用品。

(贺少成 曲欣悦 整理 )

1 月 15 日，陕西省西安市
的一名的哥房佳联系了爱心人
士近 20 人，到商洛市商州区金
陵寺镇看望了这里的留守老人
和高龄低保贫困户， 并送去米
面油， 现场他还拿出了自己的
美猴王绝活进行了表演。

视觉中国 供图

西安：
的哥化身“美猴王”送温暖

看一场自己“主演”的电影
本报记者 赵剑影

1 月 19 日，早晨 10 点，北京一扫连日来的雾
霾，天空露出蓝色的容颜。 在北京市丰台区槐房
万达广场项目部的临时工棚里走出一队身着蓝
布工服、荧光黄马甲，胳膊肘里夹着黄色安全帽
的农民工，他们径直走向了路对面的影院。 马上
要返乡，项目组织在劳动竞赛里获奖的农民工看
一场电影。

略显破旧的衣服，看起来土气且笨拙。 来自
江苏金台的杨国方第一次觉得平日里一直裹在
身上的行头，显得如此另类。 今年是他来北京的
第 30 个年头，从 1986 年当砌墙工至今，他还是
第一次走进自己亲手建的建筑里。 “心情有点复
杂，也有点特别。 ”他告诉 《工人日报 》记者 ，30
年来，他亲手砌过墙的漂亮建筑有很多，但建成
之后就鲜有机会再次走入。 这次能走进自己亲
手建的影院，看一次电影，他异常激动，不停地打
量着周围的一切。

在这群农民工里，像杨国方这样的工友不在
少数， 来自江苏镇江的徐守祥有着同样的感受。
走进电影院，他格外好奇，在放映室里转了好几
圈，坐定，用手摩挲着扶手。 “现在的电影院都这
么好了，我唯一次看电影的经历，还是 20 年前在
我们村口。 ”徐守祥说着下意识地往后靠，座椅随
着他身体向后移动，把他吓了一跳。

银幕点亮，灯光暗下。 常年的工地劳作，杨国
方有点驼背，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大屏幕。 音乐响
起 ，在正片放映之前 ，最先放映的是项目劳动
竞赛微电影 《最美工匠颂 》。 “怎么还拍到了
我。 ”看到自己时，他有点不好意思，但看得出来，
他很自豪。

“我在劳动竞赛拿了奖，现在孩子也在干我
这行，我想尽量给他当个榜样。 ”杨国方说，在他
打工的这 30 年里，这个行业里科技带来了很多
变化，但不变的是他把手艺学精的心。 “手艺好
不好关系着房子安全不安全，房子不安全算不上
好建筑。 ”

北京市总工会社会部主任田园说：“农民工
对工匠精神的认可是建筑质量的保证。 在劳动竞
赛中比拼手艺，在比拼手艺中收获安全。 ”

“建筑质量安全全靠他们，中华社会救助基
金会向项目捐赠了农民工返乡车票， 临行前，请
他们看电影感谢他们的付出。 ”槐房万达广场项
目经理袁远说，“这个微电影我们放在优盘里，送
给让农民工，家人可以看看他们的工作状态。 ”

“临近春节，农民工都陆续返乡。 年后很多单
位都遇到招工难的问题，这时比的就是企业文化
和人文关怀，职工的归属感强自然就不会遇到这
种问题， 因此， 关爱农民工要做到日常工作中
去。 ” 中建二局三公司工会副主席白德贵深有感
触地说。

江西南昌：

志愿服务方便农民工乘车
本报讯(记者卢翔 通讯员胡国林 姜靓)“李大爷您转车

辛苦了，行李我们来搬，孩子我们帮您抱着。 ”从普速站转
车到高铁站的农民工李树林刚下车，就受到了鹰潭高铁站
志愿者的热情接待，“两头接站的服务真是太周到了。 ”

随着春节临近，农民工返乡高潮到来，南昌铁路局鹰
潭供电段针对普速至高铁站换乘客流量增加、部分农民工
旅客对换乘路线不熟悉等情况，组织青年职工成立志愿服
务小分队， 对换乘中的农民工进行服务。 据该段团委负
责人介绍，普速站志愿者在送旅客上车后，将帮扶对象的
图文资料发至微信群中，让高铁站的志愿者在最短时间内
找到被帮扶对象提供服务。

云南安宁：

给留守儿童送去关爱
本报讯 （记者黄榆）“今天的活动很丰富， 有体检和游

园，之后哥哥姐姐会给我们发礼物有棉衣和作业本。 ”10 岁
的田娜娜高兴地对记者说， 今天她带着妹妹来洛阳池社区
参加活动，父母还在打工，25 号才回家过年。 1 月 16 日，安
宁市金方街道“关爱儿童及贫困帮扶”青年志愿服务主体实
践活动举行，150 余名贫困学生参加了此次活动，他们通过
欢乐套圈圈、吹乒乓球、读绕口令、钓大鱼等活动赢得了碳
素笔、铅笔、作业本等学习用品。

洛阳池社区党总支书记、主任袁继芬介绍，洛阳池社区
位于安宁市金方街道城郊结合部， 是一个流动人口占多数
的混合型老旧居民小区。由于该社区流动留守儿童较多，金
方街道各团支部发起了这次青年志愿服务， 为孩子们的健
康成长撑起一片绿荫，化解他们的烦恼，让他们在成长的路
上懂得理解和感恩。

福建三元：

“寻头掐尾”防欠薪
本报讯（记者吴铎思 通讯员 范立淮 朱佳瑶）“不让农民

工在讨薪的路上走得太偏、走得太累。 ”去年年底，福建省三
明市三元区总工会年终讨薪工作组再次来到莘口劳动法
庭， 对接11 月份以来对全区 453 家企业拉网式欠薪检查和
农民工的投诉情况。2016 年 11 月中旬，三元区总工会与区人
民法院，在莘口镇的劳动法庭为农民工讨回欠薪 26 万多元。

寻头，找苗头，追源头。 三元工会于年初建立了欠薪预警
机制。掐尾，找原委，追结尾。工会、法院组成了劳资纠纷协调
小组，依托莘口镇的劳动法庭进行“倒逼调解”，倒逼的目标
是双方和解、形成协议，不是择日再议、拖而不决。

本报记者 吴丽蓉

1 月 14 日，一边收拾行囊准备回家过年，一边
思忖着明年还要不要再来打工的李小今，第一次知
道农民工也可以“退休”。“养老金”这个看似熟悉又
陌生的字眼，第一次引起了她的注意。

春节将至，不少农民工带着行李开始了自己的
“雁归”之旅。 在这些人中，有的人年后还会回来继
续做工，有的人则想要寻找另外的就业机会。 不少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进城务工的第一代农民工，岁
数已接近中老年。他们中的不少人都不知道自己打
工时有没有交社保， 也不知道现在缴纳的养老金，
将来“关他们什么事儿”。

“换地方打工，社保还要不要管？ ”《工人日报》
记者带着这个问题， 走近将要回家的农民工群体，
了解他们对养老金的看法。

“干一天算一天”
没想到老了会需要

李小今是一名来自江西农村的 90 后农民工，
高中辍学后就在外打工。 这几年她辗转广东、福
建、浙江等地，进过大大小小不少工厂。 说到养老
保险，她直摇头。

“第一次听说退休，是在前几天。 ”李小今告
诉《工人日报》记者，同在一家工厂做工的同乡大
婶前几天年满 50 岁了，厂里给她多发了 1 个月工
资，要求按手印签收。 “大婶说她交过几年养老保
险，但缴纳年限不够，于是退了几千元，刚好过年

回家用。 ”
李小今告诉记者：“我只知道缴了 15 年社保之

后，到年龄了就可以领工资。 但我自己很少缴这个
钱，也没什么同事缴。 有的工厂要求必须缴，就从
工资里扣除。 ”她还特意提到，“在厂里，年轻人一
般缴得少。 ”

与新生代农民工意识淡薄相比，老一代农民工
对养老金的需求更强烈，但和李小今在同一个工厂
打工的父母，也都没缴过社保。 “他们很早就出来打
工了，欠债太多，怕是补不够 15 年了。 没法按月领
取基本养老金，自然要选择退保。 ”

如今五六十岁的农民工中， 养老保险缴满 15
年的并不多，他们普遍的观念是“干一天算一天”。

“当初没有缴，现在很后悔。 ”常年在铁路打工
的毛正基告诉记者，十几年前，他无论如何都不会
想到有朝一日，他会需要养老金。 刚出来打工时，
公司说要缴纳养老金，每人每月交 100 元，公司承
担 250 元。但他当时没舍得，后来也一直没有缴。毛
正基现在的家庭经济条件很困难，“当初年轻，看不
到现在。 ”

此外， 外出的打工者通常具有较大的流动性，
不定期跨省换工作的比比皆是，很多人常常是参保
了又退保。

李小今一直以为，如果换工厂，原来缴的社保
就没了。但实际上，社保是可以转移接续的。根据国
家相关规定，农民工在与企业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
后，由社会保障机构保留其养老关系，保管个人账
户并计息，重新就业的要接续或转移其养老保险关
系。 但是很多农民工根本不知道可以办理转接，而
且这个手续在许多人看来很麻烦。 若不办理，从前
缴过的社保也就不了了之。

企业不交社保属违法行为
“但没人查，企业就没事”

我国《劳动法》明确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建
立了劳动关系后，必须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 企业
不给员工缴社保，属于违法行为。

“但只要没人查，企业就没事。 ”就职于浙江省
一家电器公司的吴朋说。吴朋 42 岁，大专毕业后没
赶上统一分配工作，外出打工了。 吴朋已经缴了 80
多个月的社保，2008 年之前缴的都退回了，之后缴
的不能退回只能转续，目前他还在继续缴社保。

2009 年人社部发布的 《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
保险办法》规定，缴费基数按基本养老保险有关规
定确定，单位缴费比例为 12%，农民工个人缴费比
例为 4%至 8%， 由所在单位从本人工资中代扣代
缴，并全部计入其本人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 吴
朋向记者展示了他的参保情况，养老保险月缴费基
数为 2590 元，单位缴费 14%，为 362.6 元/月，个人
缴费 8%，为 207.2 元/月。

不过，吴朋的许多同事都没有缴纳，公司和工会
签订一个协议，让员工自愿选择。“协议的主要内容
就是表明， 这是员工自愿放弃的， 不是企业不想
缴。 总之，就是摆脱企业责任。 ”

“这样的协议在法律上是无效的。 ”专注于劳动
法研究的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沈斌倜律师说：“有
些权利员工不应该放弃。 ”她建议，农民工如果遇到
不给缴纳社保的企业，应该投诉。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社会保障研
究所所长李珍告诉记者：“在雇佣关系中，雇员是否

参保，是由雇主来决定的，如果雇主利润薄，雇员工
资低，那么这两方交社保的积极性就都不高；在个
人灵活就业、自雇者等雇佣关系中，农民工流动性
越大，收入也通常较低，社保对他们而言变成了一
道较高的制度性门槛。 ”

“以后的事谁说得清”
钱攥在手里最安全

“眼前利益看得见，以后的事谁说得清。 ”一些
农民工认为政策随时在变， 在他们的传统观念里，
钱还是攥在自己手里最安全。

有业内学者告诉记者：“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
参保率低有三个原因， 一是许多人抱着传统观念
回老家养老或养儿防老，二是企业用工方式不规
范，三是相关政府部门的监管还不够到位。 ”

在沈斌倜律师看来， 养老保险参保率低仅是
农民工群体存在的诸多问题中的其中一个 。 欠
薪、不合理加班等，都是困扰农民工的严重问题，
需要相关政府部门重视起来才能得到妥善的解
决。 但她也提到，目前我国行政执法人员不足，在
大量的违法案件面前难以主动执法。 如果农民工
加强维权意识主动投诉，就会得到相应的处理。

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涵盖两个制度，即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李珍教
授认为，养老保险参保率低的问题不只存在于农
民工中 ，参保率低的最核心原因在于就业状况 。
对于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 ， 她建议要根据正式
部门就业和非正式部门就业，建立二元的养老保
险制度。

动态·纵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