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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旭）劳务公司把工资给了包
工头，一审判决包工头支付，可包工头“跑路”。
农民工工资就这样要不回来了？近日，大连市中
级人民法院二审警示工程发包方，改判劳务公司
承担连带责任！

2014年3月23日，农民工孙薇（化名）来到大连
市东港工地打工，和包工头叶尚兴约定日薪100元。
5个月后，她没领到薪水却收到欠条一张——“今欠
孙薇在我工地 2、4 楼砌砖班、干零活和做饭人工
费，共计160天，每天100元，共欠人工费1.6万元。”
1个月后，又收到另一张欠条，这时叶尚兴已经欠
她薪水1.88万元。而沈阳市某劳务公司已将96.87

万元的工程款给了叶尚兴。
叶尚兴“跑路”后，孙薇将其告上法庭，大连市

中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叶尚兴给付拖欠工资，驳
回孙薇对劳务公司的起诉。理由是叶尚兴以个人
名义向原告出具欠条，说明双方对彼此之间雇佣关
系达成合意，而劳务公司已与叶尚兴结清工程款，
所以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包工头跑了，血汗钱就要不回来了吗？今年 1
月，大连市司法局为进城务工人员追索劳动报酬开
通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大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指
派辽宁青松律师事务所王金海、钟美娜担任孙薇的
代理律师，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规
定，工程总承包企业不得将工程违反规定发包、分包
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和个人，否则应当承
担清偿拖欠工资的连带责任。6 月 3 日，《大连市人
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
的意见》下发，再次明确在工程建设领域工资支付各
方主体责任，各类企业要依法向招用的农民工按月
足额支付工资，严禁将工资发放给不具备用工主体
资格的组织和个人。

11 月 19 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维
持一审叶尚兴给付拖欠工资的判决，同时追加沈阳
某劳务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这意味着，孙薇被拖欠 5 年的薪水将要拿到手
了。

今年 6 月至今，大连在工程建设领域全面实行
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制度。农民工未签订合同不得进
入施工现场，项目用工必须核实农民工合法身份证
明，并明确工资发放方式，不得以包代管。同时，大
连人社部门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管理平台，市
场监管、税务、银行等部门定期将反映企业生产经营
状况相关指标变化的预警信息上报到平台，发现拖
欠工资隐患及时预警并防范。

王金海相信，随着这些措施的实施，大连建设领
域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会越来越少。

大连法院二审为农民工讨薪撑腰

包工头“跑路”，劳务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传统技艺助就业促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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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白沙镇助力农民工返乡就业
本报记者 杜 鑫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就在广东建筑工地打工的辜仕洪前
两年回到家乡重庆白沙镇，正赶上白沙工业园区酒厂招募
酿酒工人。

“现在日子美，一家人能够在一起。今年有不少外出务
工的村民回来后不再出去了。”47岁的辜仕洪笑着说，大家
的钱包都鼓起来了。

白沙镇自古是通达渝、川、黔的水陆交通枢纽，此地与
泸州、茅台镇直线距离均不到 100公里，处在中国白酒的黄
金产地范围。早在清乾隆年间，白沙酿酒作坊多聚于驴溪
河畔，形成了酿酒作坊一条街，俗称“槽坊街”。

资料显示，以白沙江记酒庄为引领的白酒产业是白沙
镇目前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从 2016年开始推动白沙镇经济
发展，如今已带动形成了以酒类生产加工为枢纽、连接上下
游产业配套的一二三产业融合态势，布局了种养循环农业
和农村观光旅游业。

针对当地返乡农民工，江记酒庄提供普工、车间班长、
技术员等岗位。近 3 年来，江记酒庄累计为白沙镇当地农
村劳动力提供了 2000多个工作岗位，目前员工中白沙镇本
地及周边镇人员占 70%左右。

辜仕洪从一线酿酒工做到生产组班长，他的班组里有
30 多名来自乡镇的“老弟兄”，而这些人多是返乡农民工。

“我们酿酒是两班倒，上半天歇半天，挣着工资还能照顾地
里的庄稼。每逢过节厂里还发米面粮油等福利。骑着摩托
车往家里拉，遇见乡亲问，我说厂里发的呗，心里高兴坏
了。”辜仕洪说。

辜仕洪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他说：“我 45 岁进厂，如果
能工作到 60岁，就能拿退休工资咧。”

江小白酒业副总裁唐鹏飞介绍，这些 返 乡 农 民 工 大
多在酒厂就职于普工岗位，薪资比当地平均收入高出
30%~50%。考虑到返乡农民工之前从事的工作不同，公
司内部也会开展系列人才培养计划，尤其是针对一线
工作人员，让他们转型成为酿酒技术人才。

据悉，目前江记酒庄配置了核心技术团队 200多人，这
些“老师傅”用传帮带的形式，将酿酒的关键技术定向传授
给新人，帮助新人提升自身素质，成长为专项技术人才。

“这些技术工人，即便有的离开了江小白，但大多还是
留在了白沙镇，依然能助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江小白
包装车间副经理叶昌颖说。

本报记者 陈昌云

“我们不同意共同连带责任，我们只在自己的责
任比例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11月 22日，在昆明市
五华区人民法院调解室内，面对陈建云和马海翠提
出的调解提议，作为被告的某工程公司（以下简称 A
公司）代表坚持己见。

A 公司作为 4 被告之一，被 19 名农民工起诉至
五华法院索要劳动报酬。

同一工程多名农民工起诉讨薪

五华法院立案庭法官马海翠 10 月 24 日收到起
诉材料后，与五华区民事涉诉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主任陈建云努力了将近 1个月，将原告和 4被告方聚
集在五华法院调解室内进行调解。

“马上年关了，从时间成本、经济成本等方面考
虑，农民工想要讨回工钱，调解比诉讼更有利。”五华
法院立案庭法官、多元化解矛盾纠纷工作负责人马
海翠说，在收到 19名农民工的起诉材料之前，已有 7
名同一个工程的农民工提起劳动争议诉讼，案件在
五华法院进行审理。

“这 19 件个案如果走诉讼程序，立案、送达、开
庭，甚至上诉，时间周期比较长，并且会产生诉讼费
用，对原被告双方都是不小的负担。之前的 7 起诉
讼判决出来以后，就可以用判例作为指引进行调
解。”考虑到这些因素，收到立案材料的当日，马海翠
就将这 19件案件的情况告诉了陈建云。

从那天起，陈建云 1 个月之内的工作就是不断

地给涉诉各方打电话，了解情况，确认调解意向。
陈建云介绍，一家工业企业（以下简称 C 公

司）在红河州有一个建设工程，其中的一标段和
四标段分包给 A 公司和另一家工程公司（以下简
称 B 公司）。代伯恒作为包工头又将这两个标段
的 工 程 包 揽 下 来 自 己 干 ，自 己 调 配 工 人 同 时 做
两 个 标 段 的 活 。 这 项 建 设 工 程 已 于 2016 年 完
工，但是代伯恒工程队的 30 多名农民工工钱都
没有结清，其中 7 人在较早之前已就此争议事项
将代伯恒和 A 公司、B 公司诉至五华法院，法院
判决由代伯恒支付 7 人欠薪，A 公司、B 公司承担
连带责任。

此次，另有 19人将 A公司、B公司和代伯恒起诉
至五华法院要求支付欠薪。

一份该工程一、四标段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项目部工作人员未付工资汇总表显示，19名工人
的欠薪总计近 130 万元，其中金额最高的个人欠薪
达 23万元。

陈建云认为，这 19 人的欠薪情形与之前的 7 人
情形类似，如果进入诉讼程序，判决结果也不会有
太大的区别。“之前的 7 个案子被告都败诉了，这 19
件案件案情基本一样，只是每个人的金额有所不
同，最后被告都要败诉。既然这样，我们以判例为
指导进行调解，一样的结果，但是节省了各方的时
间和成本，明显是调解更有利。”

偿付责任有分歧

思路确定下来，陈建云开始联系原、被告各方
确认调解意愿。

经陈建云确认，C 公司确实已将涉诉工程的款
项支付给两家工程公司，从情理上来说，C公司与此
次纠纷并无关系。但若是 C 公司缺席，调解就无法
进行。几经努力，陈建云才说服 C公司参与调解。

11 月 22 日下午 2 点，C 公司代表 2 人、A 公司代
表 1人、B公司代表 2人、代伯恒、原告工人代表 1人、
原告代理律师 2 人、马海翠、陈建云以及 2 名书记员
参加了调解工作。

一下子涌进这么多人，调解室显得相当逼仄。
“问题始终是要解决的，工人们如果起诉肯定

会胜诉，每个案子 1000 多元的诉讼费加起来也不
少，都要你们出。而且 19 个案子分别开庭，你们都
要应诉。人力、时间成本都要耗进去，这样的话不
如调解。”确认了各方到场人员后，陈建云首先向两
家工程公司的代表发出提议，“工人能尽快拿到工
钱，你们也能省不少事。”

A公司的代表表态说：“我们不同意承担共同连
带责任，只能承担按份连带责任。”

原告方代理律师云南硕欣律师事务所李俊杰
说，在未付工资汇总表上，一、四标段的工人工资
是累加在一起的，并没有分开计算，且汇总表上两
家公司都盖了章。“这两家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和
利益分配与工人们的工资结算没有关系，两家公
司共同盖章，对工人们而言就表示两家公司共同
支付工钱。”

李俊杰说：“在代伯恒不能支付欠薪的情况下，
共同连带责任和按份连带责任的法律效力在追偿
时就会显出区别。如果是共同连带，我们可以任意
向两家公司追偿全部欠款。如果是按份连带，我们
只能按比例分别向两家公司追偿。”

在多番商谈之下，最终，原告方做出了让步，同意
按份连带责任划分，两家工程公司也按照总工程款划
分了比例。针对代伯恒欠工人们的近 130万元工钱，A
公司承担 51.38%连带责任，B 公司承担 48.62%连带责
任。

调解未遂只能交付诉讼

对陈建云而言，这无疑是商谈了 2 个多小时后一
个巨大进步。但她没想到，一个“意外”导致这次调解
最终没能成功。

A、B 两家公司均提出，可以通过调解快速支付农
民工工钱，但名单中有 6 个人被认为是代伯恒的“嫡
系”，不同意支付他们的工钱。

6 人中，除 5 人为近亲属外，还有 1 人是代伯恒的
司机。

李俊杰则当场提出：“不管姓什么，不管是什么关
系，只要在项目上干了活，就应该支付工资。”

3个多小时后，调解工作最终因意见不合而中断。
“忙活 1个月，最终还是不能达成调解。”求仁而未

得仁，陈建云颇感无奈，“调解工作之所以难，就难在需
要找到一个各方愿意接受的交集点。这批案子最后没
能和解，非常遗憾。”

后来，陈建云和马海翠表示，由于各方无法达成调
解，加上 19 件案件的当事人表示，要追加逾期利息的
赔付，“这批案件已经确定，要通过诉讼程序加以解
决。”

截至记者发稿时，农民工一方因为调解未遂，只好
向五华区人民法院依法起诉。李俊杰律师说，目前案
子已呈交立案庭。

努力近 1 个月，3 个多小时的商谈，因意见不合中断协商

19 名农民工讨薪调解记

中国铁建电气化局三公司三门峡项目部根据管段工程
点多线长、劳务队伍高度分散，部分劳务工人持银行卡取款
不方便，要求以现金形式发放工资的实际，成立了送工资现
场小组，定期将工资送到在偏远工点施工的农民工手里，解
决了偏远工点的农民工拿到工资卡后愁取款的难题。

图为12月12日，灵宝东站折返段施工现场几位劳务
工人在排队领工资。 郑传海 宋银雪 摄

工资送到手 取款不用愁

12月10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天目山
镇长六村，村民正在晾晒番薯面。

长六村有悠久的手工番薯面加工历史，手
工番薯面是当地传统特产，经过和面、轧、切、
搓、盘、拉、挂杆等多道工序手工制作而成。目
前全村生产番薯面年产量达 7 万公斤，产值
210万元，手工挂面生产已成为当地农民增收
的重要途径。

胡剑欢 摄

本报讯（记者陈华）近日，安徽省公布第三批
重大劳动保障违法典型案件和拖欠农民工工资

“黑名单”。其中，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信息
涉及安徽省内 8 家企业，拖欠农民工劳动报酬最
多的高达 100.5万元。

此次公布的“黑名单”中，阜阳市太和县一企
业拖欠 68名劳动者劳动报酬共计 100.5万元。今
年 7 月 24 日，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劳动保障监察
大队接到劳动者投诉，称当地某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存在拖欠劳动报酬问题。经查，该公司拖欠 68
名劳动者报酬共计 100.5万元。

8 月 13 日，太和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
法向该单位下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
书》，该单位逾期未履行，法定代表人以逃匿等方
式逃避支付。随后，太和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以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依法将该案移送
公安机关查处。目前，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已被逮
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记者注意到，在此次公布的重大劳动保障违
法 典 型 案 件 中 ，一 企 业 因 为 使 用 童 工 而 被 查

处。6 月 17 日，芜湖市经开区人社局查处投诉案件
时，发现芜湖某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涉嫌使用
童工。经查，该公司违反《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等
有关规定，将一名未满 16 周岁的投诉人派遣至芜
湖市某单位工作。芜湖经开区人社局依法对该公
司做出 2 万元的行政处罚，责令该单位将童工送回
其法定监护人处予以监护，并支付所拖欠的劳动
报酬。

据了解，安徽省公布的重大劳动保障违法典型
案件多为拖欠劳动报酬，因为“使用童工”而被查处
的案件并不多见。

今年以来，安徽省共公布 3 次重大劳动保障违
法典型案件和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今年 4月
份公布的第一批“黑名单”中，共有 22家企业或个人

“上榜”。而在 8 月份公布的第二批“黑名单”中，这
一数字减少为 10条。

据了解，2018 年以来，安徽省各级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共向社会公布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
182件，纳入“黑名单”管理 152件。

其中，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先后向社会公
布 7 批共 70 起典型案件和 105 起“黑名单”，相关信
息及时向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送，实施多部门联

合惩戒。
“深入开展根治欠薪冬季攻坚行动，及时受理举

报投诉案件，加大惩处力度。”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副厅长季星近日在一次介绍开展拖欠工资
问题专项治理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安徽省将进一步
加大打击力度，加大重大欠薪行为社会公布力度，定
期公布重大欠薪违法行为。强化拖欠农民工工资

“黑名单”管理，及时将“黑名单”信息推送至信用信
息共享平台，实行多部门联合惩戒。对涉嫌拒不支
付劳动报酬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拖欠被查处，安徽8家企业进入“黑名单”
最多欠薪高达百万元，企业负责人已被逮捕

本报讯（记者于灵歌）近日，
福建省农民工工作暨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付电视电话会议在福
州召开。会议提出，今冬明春，
要攻坚克难，限时解决拖欠农民
工工资问题，强化综合治理工作
机制，持续强化欠薪源头治理，
从源头上预防欠薪问题发生。

会议要求，切实把福建省
农民工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尽
最大努力增加农民工收入，根
治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各级
各有关部门要保持定力，坚定
做好农民工工作的信心。要完
善制度，把坚持和完善涉及农
民工切身利益的民生保障落到
实处。重点要促进农民工多渠
道就业创业，加强农民工职业
技能培训，进一步支持农民工
返乡创业；要依法维护农民工
劳动保障权益，进一步畅通农
民工维权渠道；要加强对农民
工基本公共服务，深化居住证
制度改革，保障农民工随迁子
女教育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要加快促进农民工社会
融合，促进农民工本人融入企
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
区、群体融入城镇，使农民工有
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今年福建省根治农民工欠
薪工作取得积极成效。1~10月，
全省办结工资类违法案件 276
件，为1.63万名劳动者追发工资
等待遇 1.23亿元，案件数、涉及
人数、涉及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
下降了 46.7%、43.6%、39.2%，全
省未发生因欠薪引发的重大群
体性事件或极端事件。

为确保农民工按时足额领
到工资，近年来，福建省注重源
头治理，狠抓无欠薪项目部创
建，在工程建设领域不断推进落
实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农民工工
资专用账户管理、银行代发工资
等制度，规范施工企业用工管理

和工资支付行为，从源头上预防欠薪问题的发生。目
前，全省有3662个在建工程项目开展创建“无欠薪项目
部”活动，其中政府项目 1759个，参与创建项目均未发
生因欠薪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福建还注重综合治理，狠抓属地监管责任落实。10
月 21日，福建省成立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
组，形成了由政府统一领导、多部门共同参与的综合治理
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