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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榆）“大哥大姐来了！ ”看到面
包车开进来 ， 几名环卫工和劳务工迅速围了上
来。 11 月 17 日上午 11 点，段晓兰和董高翔开着面
包车来到昆明市西山区南坝人力资源市场门口 ，
为在这里找活的外来务工人员和环卫工拉来了
100 盒免费爱心午餐， 这是他们第 10 天发放免费
盒饭。

“请大家一个个排好队，都能领到的！ ”段晓兰
大声喊道。 她和丈夫董高翔手脚麻利地从车里取
出热乎乎的盒饭，一份一份发到排队的人手中，不
到 20 分钟，100 份盒饭就发放完了。

“感谢大哥大姐提供盒饭，我会努力尽早找到

活干，好好工作。”20 岁的重庆小伙小王说，他刚从
昆明一家工厂辞职，最近正在人才市场找工作，但
5 天时间过去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领到盒饭的
时候，我真的很感动，感觉很温暖，又有了找工作
的信心。 ”

“我们已经连续 5 天领到爱心午餐了。 做环卫
工每天早出晚归，凌晨 5 点就开始工作，下午 6 点
才能回家， 平时中午我走回家去做饭， 来回很奔
波， 这几天领到免费盒饭， 真是高兴， 谢谢好心
人。 ”环卫工邓师傅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发放免费爱心午餐的念头源于多年前。 2000
年， 我和丈夫在做生意期间经常到南坝人力资源

市场招工， 发现有很多外来务工人员每天早晨 7
点左右就站在市场门口，眼巴巴地等着找份活干，
但往往几天也难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经常看到
他们中午就吃一点从家里带来的冷馒头、玉米，或
者一天只吃一顿饭，心里特别难受。 ”段晓兰对《工
人日报》记者说。

从那时起， 段晓兰就萌生了帮助这些务工者
的想法，丈夫董高翔也很赞同她的想法。

几年后，段晓兰夫妻俩生意越做越好，有了帮
助别人的能力， 他们开始筹划把这个想法付诸实
施，并在 11 月 7 日立冬这天第一次带着 100 份盒
饭来到南坝人力资源市场门口。 “冬天来了，希望

他们可以吃上热乎乎的饭。 ”段晓兰说，“我喜欢做
好事，整个人变得特别开心。 ”

发放爱心午餐 ，选择 “放心饭 ”成了第一要
务。 段晓兰和董高翔精挑细选，选定了一家两人常
去的餐厅，口味好，食材也新鲜。 “餐厅老板知道我
要发免费爱心午餐后， 原本 13 元一份的午餐，优
惠到 10 元一份，你看，好心人还是挺多的。 ”段晓
兰说。

每份盒饭 10 元， 每天 100 盒，10 天就是 1 万
元。 “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我们能力有限，只能先
做 10 天，以后只要有能力，我还会坚持把这个事
情做下去。 ”

昆明夫妇每天到劳务市场免费发放百份盒饭
连续发放 10 天，“只要有能力，就会坚持做下去”

本报讯（记者李玉波 通讯员侯晓荔）“我们早
上四五点钟出工，在外面忙活三个多小时，冻得手
都伸不开了， 现在不用回家就能吃上热乎乎的早
餐，真是好啊！ ”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大板镇环
卫工人李师傅在 “爱心粥屋” 一边吃早餐一边感
慨着。

11 月 14 日， 由集通铁路大板车务段职工薛
荣江牵头成立的“雪中情爱心协会”又推出慈善新
项目———“爱心粥屋”在大板镇正式开业。 粥屋面
向全体环卫工人、 社会 60 岁以上的老人不限数
额，免费提供米粥、馒头、小菜等早餐。 吃得虽然
简单， 但是却在寒冷的冬日为他们送去一腔暖暖
的深情。

李师傅当环卫工人 20 多年了，天天早上空着
肚子出工，从来不舍得在外面吃饭。 刚进粥屋的时

候，他还很拘谨，怕把椅子弄脏，特意拍了拍自己
身上的尘土，但志愿者们的热情打消了他的顾虑，
他开始安心地用餐。

作为“雪中情爱心协会”的创始人 ，薛荣江的
另一个身份是集通铁路汗苏鲁站站长助理。 他工
作认真负责，业余时间热心公益活动，为公益事业
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物力。 自 2014 年他创办协会

以来，已累计帮扶贫困学生、病困群众、孤寡老人
60 多次，捐助款物达 60 多万元，受到社会各界好
评。 今年 10 月，薛荣江还入选了内蒙古自治区好
人榜。

此次“爱心粥屋”开业，集通铁路许多职工纷
纷捐款，捐大米、蔬菜等用品，粥屋的工作人员也
都是爱心志愿者， 在薛荣江的带领下利用自己的

休息时间来做义工。
一位就餐的大娘吃完饭后， 蹒跚着拉起薛荣

江的手说：“孩子你们真是做好事啊，谢谢了！ ”
薛荣江笑着说：“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说要

建设美丽中国，我们的理解是，美丽中国不但要环
境美，人心更要美，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社会
将更和谐，生活将更美好。 ”

“爱心粥屋”亮相内蒙古大板镇
免费向环卫工人、60 岁以上老人提供早餐

上工先体验 事故少发生

北京一建筑工地用VR

进行体验式安全教育
本报讯（记者赵剑影） “在 VR 体验区体验过安全事

故发生场景之后， 我在施工现场时就非常注意安全问题
了。 ”11 月 20 日，北京市安监局来到位于昌平区朱辛庄附
近的国家知识产权局项目工地，评审企业生产监督与安全
文化。 一名焊工告诉《工人日报》记者，为了让建筑工友身
临其境，体验发生安全事故的虚拟现场，项目把 VR 体验
式安全教育搬到工地，不管工友有没有经验，上工之前都
要体验。

“在项目策划之初就确定鲁班奖和北京市绿色安全样
板工地、全国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工地的目
标。 ”该项目负责人、中建二局北京分公司国家知识产权局
项目经理石荣告诉记者，“要达到这一目标，第一项考核标
准就是生产安全。 在施工高峰期时有农民工 1200 余人，集
中进行安全教育十分棘手，如何保证培训质量，让安全施
工理念入脑入心，成了一道难题。 ”

“经过反复琢磨，我们发现，只有体验才能加深体会。
同时为了响应住房城乡建设部的要求，我们推出体验式安
全教育让农民工通过体验‘不安全’，强化安全防护意识。 ”
石荣说，为全面消除项目安全隐患，项目利用全方位远程
视频监控现场安全生产情况，监控平台与手机、现场播音
器相连，并长时间保存影像资料，确保安全生产环节受控。
管理人员通过手机客户端将现场数据实时上传， 相关部
门、人员对问题实时查看并处理。 据悉，截至目前，共发现
问题 142 项，并全部整改完成。

“其实对于建筑企业来说，安全是生存之本。 ”中建二
局常务副总经理许远峰说， 没有安全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建筑企业根本无法立足。 “相比工作中的安全隐患，生活中
的安全也同样重要。 ”他说，尤其是在一些工地停工期间，
工友住所取暖容易造成安全问题。 所以，在项目生活区宿
舍内全部采用低压照明，杜绝强电使用，同时采用空气能
中央空调，既安全又保障了宿舍冬暖夏凉。

本报讯（记者刘友婷）近日，深圳市宝安区人民
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
对张某提起公诉。 数罪并罚，伪造妻子“死亡证明”
的张某被当地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6 个月，并处
以罚金。

事情还要从几个月前说起， 在深圳市宝安区一
家工厂打工的李女士告诉《工人日报》记者：“有一
天我在上班时， 工厂里管社保的负责人突然告诉
我，因为社保材料显示我已经‘死亡’，因此，我以后
将无法参加社保了。 ”她说，听到这个消息后，感觉
像晴天霹雳。 面对突如其来的“死亡证明”，李女士

急忙到当地社保局去了解情况。
在社保局了解到的情况，让李女士大吃一惊。原

来，在她与丈夫分居期间，其丈夫称她已死亡，并向
社保部门提供了死亡证明、火化证、供养关系证明和
公证书等材料，要求申领其死亡抚恤金、社保金等共
计 11 万余元。

“我们于 1992 年结婚，育有 4 名子女。后来感情
破裂，没有办理离婚，一直分居生活。”李女士告诉记
者，“我一直把社保卡带在身边， 参保也是在单位进
行。 发生这种事情，我万万没想到。 ”

接到报案之后，深圳市相关部门组织了鉴定。结

论证实，张某所提供的能证明李女士“死亡”的相关
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等均系伪造。

“张某虚构事实、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骗取
国家工作人员信任，骗领妻子养老保险金、抚恤金
数额巨大。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相关工作人
员说，该检察院以诈骗罪对张某提起公诉，法院判
决张某有期徒刑 3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

记者从检察院了解到，近年来，为了非法获利，
利用社保实施诈骗的案件层出不穷，骗保手段也花
样百出。 该院一办案检察官告诉《工人日报》记者：
“通常情况下，犯罪分子会冒充社保工作人员，告知

参保人其社保卡被锁、领取社保补贴、社保卡被异
地盗刷等，让参保人提供账号密码等信息，诱骗参保
人汇款‘解冻’社保卡。 接到此类信息或电话时，要提
高警惕防被骗，及时向当地社保机关求证，以免造成
损失。 ”

除此，参保人将自己的社保卡交予他人保管，也
是遭遇他人盗刷的常见作案手法。对此，该检察官建
议，要妥善保管社保卡，专卡专用，洞悉自己医保使
用情况，发现丢失后及时补办。 此外，还要注意自己
的相关证件和医疗账单的保存，防止被人利用骗取、
套取社保基金。

被企业告知社保材料显示其已“死亡”无法参保

深圳一打工女被丈夫伪造“死亡证明”骗保
专业人士建议，妥善保管社保卡，接到卡片被锁、领取补贴等信息时，要向社保机关求证

赤峰：宣传打击相结合为农民工维权

本报讯（通讯员纪彦春）内蒙古赤峰市公安局元宝
山区分局经侦大队采用法律宣传与重拳出击相结合的
方式，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经侦大队组织民警深入辖区在建工地、 工厂企业
等用工单位进行走访排查，掌握潜在的矛盾隐患，督促
用人单位依法经营，规范劳动用工管理，按时发放农民
工工资。今年以来，共走访排查建筑工地和工厂企业近
百家，收集预警信息 21 条，及时发现并有效化解了 11
起讨薪事件。同时，通过媒体对打击整治拖欠农民工工
资案件进行公开曝光，震慑其他恶意欠薪者，督促用工
单位增强法制观念。 通过“送法上门”、发放宣传资料、
讲解典型案例等方式，引导农民工通过合法渠道、运用
法律武器进行维权讨薪。 成立打击专业队，配合人社、
住建等有关部门，对移交、受理的恶意欠薪、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案件，及时调查取证，依法快侦快破。

武汉：农民工集中办理工资卡

本报讯（记者张翀 通讯员李莲花）临近年底，农民
工工资发放问题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为进一步
切实保障农民工权益 ，杜绝 “打白条 ”和拖欠工资现
象，日前，武汉融创项目群联合工商银行江岸支行到
塔子湖项目为智诚劳务队近 50 余人现场集中办理工
资卡。

现场服务过程中， 每位农民工工友将身份证交于
银行工作人员，通过仪器现场制卡，脸部识别，指纹认
证，电子签名，整个过程认真严谨，流程规范。 同时，银
行工作人员还免费为每位办理工资卡的工友发放便于
携带的公交卡。据悉，融创项目群将陆续为所有项目共
约 1000 名工人集中办理工资卡，确保银行工资卡发放
全覆盖，切切实实将农民工实名制管理落到实处。

重庆：十九大精神进工地

本报讯 （记者李国 通讯员廖东）“举国欢庆十九
大，高歌颂党书豪情，竹板一打震天响，我们即兴来登
场；今天不把别的表，学习十九大最重要！ ”11 月 9 日，
50 多名农民工围坐在重庆江北嘴俊豪工地党群服务
中心的羽毛球场地， 由重庆市江北区总工会宣传小分
队带来的群口快板， 一开场就迅速把学习宣传党的十
九大精神的气氛炒得火热。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 宣传小分队以群口快板的
形式，迅速调动起基层农民工的热情。 “党的十九大让
我们工人很有干劲， 我们要在工会办的农民工夜校好
好学习技能本领，打算回乡创业，多一点收入，希望都
能一起富起来。 ”农民工王大江说。 江北区总工会党组
书记、常务副主席李悦告诉记者，区总工会宣传小分队
还将通过更加喜闻乐见的形式， 将党的十九大精神传
递到基层职工群众身边， 汇聚全区职工投身江北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强大正能量。

本报记者 庞慧敏
本报实习生 莫昕楠

“从事焊接工作很苦很累，曾经许多个晚上我都
难以入睡，特别是白天工作被焊接弧光辐射，晚上回
去眼睛止不住流泪的时候，我心中一直在犹豫，做焊
接那么辛苦，我是不是早点放弃？”11 月 9 日，站在南
宁市总工会“广西工匠”宣讲报告会的讲台上，回想
从业的艰辛，28 岁的韦雨忠几度哽咽。

短短五六年， 韦雨忠从初级技师破格提拔为高
级技师，未到而立之年就获得“广西工匠”称号，领衔
“南宁市韦雨忠焊接技能大师工作室”。 一把焊枪、一
个防护罩和一身四季不变的牛仔防护服， 即使有着
众多奖项加冕， 韦雨忠仍旧是那个每日手持焊枪的
努力青年。

努力是成功路上的关键词

2009 年，韦雨忠第一次在学校接触焊接，就被那
一朵朵绚丽的焊花所吸引。然而当韦雨忠第一次拿起
焊枪， 别人一学就会， 他却焊了好几遍都过不了关。
“干电焊，会干易，干好难。 ”专业老师耐心地开导他。

从此，身形瘦小的韦雨忠，平焊、横焊、立焊、仰
焊，一项一项勤学苦练；站着、仰着、蹲着、趴着，一招
一式仔细琢磨。 他常常独自在角落里与自己“较劲”。
没多久，这个“不合群”的身影就引起了老师的注意，

从焊接手法到具体电流控制， 老师的手把手教学让
他渐渐对电焊得心应手。

对电焊工艺上手后，他开始报名参加比赛，备赛
期间，韦雨忠几乎从没在凌晨 1 点前入睡。 从初次选
拔赛挑选的 48 人之一到最后参加全国大赛的 4 人
之一，韦雨忠的命运也真正开始转变。2010 年 11 月，
韦雨忠荣获第三届全国技工院校技能大赛焊工组全
国第一名。

如今入行第 6 个年头，身边的伙伴一个个转行，
韦雨忠依旧坚守在一线电焊师岗位上， 每天与焊花
“亲密接触”。 将 100 多道近 1 米长的焊缝焊接完毕，
还要达到 100%的检测合格率，这意味着，在焊接过
程中，电焊师的操作不得有半点误差。 这样的成绩对
于韦雨忠来说，早已不足为奇。

攻克技术难关
在工作中，韦雨忠也曾遇到不少棘手难题。 2015

年 9 月， 公司对振动流化干燥冷却系统设备进行开
发制作。 设备的振动床上盖由不锈钢薄板制作组成，
不到 2mm 厚度的薄板成了焊接过程中最大的挑战。

“当时没焊过这么薄的板，焊缝成型不好，焊完
之后容易直接变形。有时还会把板子烧穿了。 ”薄板
焊接算是国内的技术难题， 真正掌握这项技术的，
都是行业中的高手。 为了解决这个焊接难题，韦雨
忠将焊接中出现的问题逐一记录分析。 每晚临睡
前，韦雨忠整理已有资料，以攻克不锈钢薄板焊接
问题。

韦雨忠发现，以钨极氩弧焊焊接方式，利用自己
精湛的手艺，可以将焊缝宽度控制在 2mm、焊熔深
度控制在 1mm 之内。 不断调整电流大小和操作顺序
后，韦雨忠和团队成员顺利完成了 1mm 不锈钢薄板
的焊接。

“现在基本能达到无变形，外观漂亮。 ”谈起现在
能达到的水准，韦雨忠脸上满是自豪的神情。

“不是要做到最好，而是要做得更好”
2016 年 6 月，“南宁市韦雨忠焊接技能大师工作

室”在广西叶茂机电自动化有限公司内落地。 韦雨忠
作为负责人， 带领团队成员进行技术创新、 技术攻
关、带徒传授技艺培训、为社会为企业培养青年技术
骨干等工作。

该工作室目前有 17 名成员，每年都根据相应课
题进行新产品开发， 技术创新每年有十多项创新成
果，仅 2016 年就有 4 项得到南宁市创新成果奖。 据
统计， 该工作室成立至今为其公司节约了近 200 万
元的成本。

和普通电焊师一样， 韦雨忠的身上被焊渣烫出
过数百个疤痕，说起自己的拼劲，他总想起学校里老
师常叮嘱的话：“既然做了，不是要做到最好，而是要
做得更好。 ”对于事业，28 岁的韦雨忠仍有许多奋斗
目标，但电焊是他确信要一辈子从事的行业。

一把焊枪、一个防护罩、一身牛仔防护服，即使众多奖项加冕，他仍坚守一线

焊花绽放在青春岁月

农民工用镜头晒工友

网友“围城不是城”是一位奋斗在一线
的普通农民工， 奔走于全国各地已有十年。
闲暇之余他喜欢拿着手机拍照，作品中的主
人公都是他的工友，他希望和大家一起分享
自己拍摄的点点滴滴。

图为一个不满 20 岁的四川小伙子的
背影，他跟父亲出来干木工活，站在工地高
楼的窗边看了很久。

围城不是城 摄/视觉中国

青海：为 1.8万农民工追发 2.1亿元工资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记者从青海省人社厅获悉，
青海通过专项督查、约谈相关责任单位责任人、下发抄
告通知书、建立欠薪台账、曝光典型案例等系列举措，
积极开展农民工工资清欠工作。截至目前，全省共受理
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 1633 件，为 1.8 万名农民工追发
工资 2.1 亿元。

据介绍，青海抽调人社、发改、住建、交通、公安、工
会等部门组成 3 个督查组， 分 3 个批次在全省各地自
查的基础上，对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围绕长
效机制建设、农民工工资清欠、工资保证金收缴、政府
投资项目清欠情况等 7 个方面重点内容， 开展拖欠农
民工工资问题专项督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