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国

近日，50岁的谭明海，被评为“乡村阅读榜

样”！想起很多人曾经对他说，“花这么多钱办

文化大院，又赚不到钱，你好傻”，谭明海只是

淡淡一笑：“文化大院就是我的命，只要我在，

这个大院就会在，我愿意一辈子傻下去。”

为何要建文化大院？

日前，由中宣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

振兴局主办的“2021 新时代乡村阅读盛典”

在成都举行。重庆市万州区熊家镇古城村村

民谭明海被评为“乡村阅读榜样”。

“我吃过不少没文化的亏。”谭明海说。

谭明海文化程度不高，只读到小学四年级。

辍学后他务农几年，之后赴外地打工，干过砖

窑工等体力活。由于没读多少书，他做生意

时出过不少“洋相”，有时进出货开票时把字

写错，有时不认识字，“碗字不会写，我只好画

一个碗”。

20 年前，他回乡创业，日子渐渐红火起

来。“日子越过越好，我打算学点知识。”谭明

海回忆说，那几年他买了几十本军事、厨艺

等类别的书，如饥似渴地学习起来，遇到不

认识的字就查阅字典。与此同时，他发现不

少乡亲都有对读书的渴望，但是身边阅读资

源匮乏。

爱读书的谭明海看到村里农家书屋的

藏书较少，便萌生办一个更大的农家书屋的

想法。2005 年，他收购了一处废弃厂房，先

后投入 200 多万元，于 2006 年 7 月创建了重

庆第一家农民自办文化大院——金龙文化

大院。

这 座 大 院 占 地 800 平 方 米 ，建 筑 面 积

2380 平方米，设置有图书室、电子阅览室、红

岩文化室、农业科技培训室、乡情陈列馆等。

拥有各类图书 1 万余册，展陈列品 200 多件，

配套电影放映机、音响设备、投影仪等。

平日里，谭明海一天中大部分时间和精

力都用在管理文化大院上，村民们都习惯称

他“谭院长”。“我就是普通的农民，这么叫夸

张了些。”谭明海总是笑呵呵地说。

寻找致富道路

这座文化大院在熊家镇诞生，是万州区

规模大、功能齐、效果好的首个农民自办文化

大院。

文化大院里的图书免费向群众开放，

成了当地农民的精神家园，其规模、档次、

活动项目之大，在万州区乃至整个三峡库区

尚属首家。

大院诞生后，承办过熊家镇民俗文化活

动月暨庆元旦迎新春文艺演出；代表熊家镇

参加过万州区首届民俗文化调演，荣获优胜

奖和组织奖；参加过重庆市万州区迎春文艺

汇演，荣获组织奖……

文化大院内设有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

享工程基层服务点、艺术培训中心、科普学

校、“金龙文苑”农民艺团，电影放映队等宣

传培训机构，并坚持长期全天开放，年接待

活动人员超过 3万人次。农民艺术团自编自

演的文艺节目在周边区县、乡镇、村落院坝演

出 296场。

读书成了村里最大的风尚

现在，古城村村民深知读书的重要性，读

书已经替代了打麻将，成为了这个村最大的

风尚。

“农民需要接受文化，农民想接受文化。”

只有小学文化的谭明海说，自己是地地道道

的农民，文化水平不高，所以对书籍和知识一

直有种渴望。

他告诉记者，办这个文化大院，不但能够

满足自己的爱好，同时也能够让乡亲们像城

里人一样，享受到文化带来的乐趣。

据了解，该文化大院基本是一个社会公

益场所，除桌球室与溜冰场要收取少量费用

外，其余的棋牌室、乒乓球室、图书阅览室等

休闲活动均是免费的。

不仅如此，谭明海还把自己收集的精美

书法与木雕拿出来与乡亲共享。为了满足乡

亲们读书的愿望，他还购买了 1600 多本图

书，专门开办了一个阅览室，让村民们学到了

很多科学知识。

村民从书中收获了“黄金屋”。目前，文

化大院累计接待群众 3 万多人次，借阅图书

8500 人次，资料查阅 1.1 万余人次；开办了计

算机操作应用和消防知识培训等 38期。

有点儿空闲的时候，谭明海就去摆弄他

那些形状各异的椅子。这是谭明海以每张

30 元的价格淘来的旧椅子，谭明海想用它们

开办文化大院的第一家 3D 影院。影院原计

划今年春节期间开张，票价不超过 10 元，现

在看来还得再等一段时间。“每年最少要贴进

去 3 万多元，有时还是有点力不从心。”谭明

海说。

一边是自己打工多年没文化吃过不少亏，一边是乡亲们渴望读书却缺乏资源

农民工自建文化大院成乡亲精神乐园

一边是自己打工多年没文化吃过不少亏，一边是乡亲们渴望读书却缺乏资源

农民工自建文化大院成乡亲精神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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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在位于都安瑶族自治县的广西澳都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新型全自动化冷链加
工中心，工人在屠宰车间加工羊肉。

2019年，都安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获得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创建。目前，已建成万头种牛
基地3个、万只澳寒羊养殖基地5个；乡级肉牛规模养殖场22个，乡级肉羊规模养殖场43个。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 摄

产业园里加工忙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马安妮

“您好，这是您的餐”“您好，这是您的专

车”“您好，这是您的快递”……随着互联网的

发展，外卖员、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已经成为人们便捷生活的一部

分，同时，也拓展了就业的新渠道。

然而，因平台用工形式和就业方式等原

因，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的劳动保障权益尚

未跟上步伐，出现了“与平台企业难以确定劳

动关系”“劳动保障难以落实”“逃避用工主体

责任”等问题。

工作时间不确定成常态

“有快递就得送，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

遇到高峰更忙。”刚刚从快递公司辞职的新

疆乌鲁木齐市快递员马子豪告诉记者。由

于快递员的薪酬计发方式主要是“底薪+计

件提成”和“计件提成”两种，面对“多劳多

得”的赚钱方式，快递员想要拿高薪，就要付

出更多的时间，有些快递员为了多赚钱，每

天起早贪黑，全年无休，手机 24 小时不离

身，完全是“生活在工作中”。

“我想有周末，但是要送的物件是不分周

几的，要想休息就得找人替我送，这也不方

便，所以就辞职了。”马子豪说。

平台算法便捷了顾客，却无法兼顾现实

因素。“对我来说，遇到风雪天气，不催单就很

幸福。”乌鲁木齐市美团外卖员马云说。

劳动者权益问题浮现

为了按时完成订单，外卖员对速度的追

求达到了“极致”。采访中，不少外卖员表

示，乌鲁木齐市人口数量多，尤其人民广场

等中心地区因为道路、车辆等原因，配送压

力很大。

用工形式不同，劳动者的社会权益保

障也不一样。以快递员为例，快递公司通

常不认为他们是自己的员工，是“临时过来

帮忙的”，不为其缴纳社保；对于劳务派遣

用工而言，存在快递公司和劳务派遣公司

互相推诿的情况。记者采访获悉，德邦一

名劳务派遣用工的快递员，由于德邦和劳务

派遣公司“踢皮球”，工作三年多直到离职社

保问题也没有解决；而正式用工的快递员，

其社保覆盖率相对较好，但整体覆盖率有

待提升。

“现在社保还是很重要的，尤其像我们风

里来雨里去的，头疼脑热都是常事，很需要。”

乌鲁木齐市快递员赵玉喜说。

除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社会地位、劳动

条件、法律保护等问题，也随着行业的发展而

浮现，并日益引起各界关注。

自身维权意识欠缺

“我选择外卖这行就是看在工作时间可

以自主，先做着赚点钱。”马子豪说。

和 他 有 一 样 想 法 的 外 卖 员 很 多 ，据

《2019年及 2020年疫情期美团外卖员就业报

告》显示，外卖员工作吸纳了大量的二三产

业人员，外卖员的上一份工作主要集中在工

人、销售、个体户，因此，外卖员团队来自多

样的社会分工，以工薪阶层为主，他们更关

注个体的经济利益，对社会评价和政治议

题并不在意，对职业并没有很强的归属感

和认同感，长期处于游离不定的状态中，抱

着“先做这个赚点钱”的心态，对未来没有明

确规划。

企业在劳动保障上也存在一定的欠缺。

据了解，在所有保障中，企业不缴纳城镇职工

社会保险成为快递员离职的重要原因。

“从法律角度来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的社会保障相关规定还在调整中。”新疆昌

吉市劳动纠纷专业律师朱文凯说。根据劳

动法规定，受法律保护的前提条件是具有标

准的劳动关系，而标准劳动关系的一个重要

表现是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签订劳动合同。

对于新型劳动关系如何保护，目前没有明

确的规定。

从多个层面进行保障

专家指出，要从企业、劳动者、国家法律

等层面来考虑如何保障这一群体的权益。

从劳动者来看，就业时应该明确劳动关

系，签订劳动合同，保护自身的权益。企业应

该落实用工主体责任，开通行业申诉通道，给

予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更大的晋升空间，增强

其职业成就感。

社会各方也应该明确职能，如各地方政

府部门要增强权益保障力度，加大宣传，让劳

动者在维权时能够找到“负责人”；各地方工

会也应及时有效地为劳动者提供维权服务。

同时，要扩大监察机构的监督范围，有效监督

各方落实责任和义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的一项调研指

出，探索成立外卖员行业工会联合会、协商合

理合法且宽松的平台算法、组织“外卖员一路

通畅座谈会”、在安全区域投放公共充电桩等

一系列细化措施。“借助工会组织覆盖面广、

维权服务方式灵活、工作手段丰富的有利条

件，推动解决网约配送员‘急难愁盼’的问题”。

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新疆区工会主席

杨玩莹认为：“快递行业从业人员缺少全面提

升技能的机会，被看做是‘赚快钱’、吃‘青春

饭’的职业，应使更多从业人员获得长期稳定

的发展，这都是工会眼下思考的问题。”

社会地位、劳动条件、法律保护……各界日益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面临的保障问题

为他们的权益维护寻找“答案”

中国法网绿色通道办理讨薪咨询逾2万件

本报讯（记者卢越）记者 11月 30日从司法部获悉，中

国法律服务网自 2019年 5月 20日开通至 2021年 11月 23
日，办理农民工讨薪相关咨询 21478件，涉及 15.8万余人,
涉及金额 15.9亿余元。

中国法律服务网，简称“12348”中国法网，于 2018 年

5 月 20 日正式上线。网站主要包括法律咨询服务功能、

办事服务功能、信息查询服务功能、群众批评证明事项清

理投诉监督功能、立法意见征集功能，可以为群众提供

7×24 小时的法律咨询服务，并保证所有咨询留言能在 5
小时内全部得到解答，切实做到有询必应、有问必答，咨

询解答率 100%。

目前中国法律服务网留言咨询共有驻场法律服务机

构 490个、驻场法律服务人员 797名、法律咨询专家 69名，

包含了律师、公证员、法律援助人员、司法鉴定人、人民调

解员、仲裁员六个领域。

自正式上线至 2021年 11月 23日，留言咨询用户共计

140210 人，提出留言咨询 235226 条，法律咨询专家监督

点评 31038条，满意度 92.9%。

2019 年 5 月 20 日，司法部利用网络优势资源，创新

工作形式，在中国法律服务网开通“农民工·欠薪求助

绿色通道”，不断提高服务农民工的能力和水平。

云南出台新规保障工程建设领域工资发放

本报讯（记者黄榆）近日，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多部门联合制定

了《云南省〈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实

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并自 2021 年 11 月 17
日起施行。

《实施细则》对云南省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的管理作了

进一步规范和细化。其中明确，工资保证金制度由州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具体管理，州（市）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根据情况，可委托县（市、区）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进行日常监管。

根据上述文件，工程建设领域总承包单位在工程建

设项目所在州（市）的经办银行存储工资保证金或申请开

立银行保函；工程建设项目跨州（市）的，在工程建设项目

部所在州（市）的经办银行存储工资保证金或申请开立银

行保函。

新规指出，工资保证金可以采用在银行设立专门

账户存储的方式，也可以用银行类金融机构出具的银

行保函替代。有条件的州（市）可以探索引入工程担保

公司保函或工程保证保险。用工程担保公司保函或工

程保证保险替代工资保证金的，参照银行保函的相关

规定执行。

工资保证金按照工程施工合同额或年度合同额 3%
存储。单个工程施工合同额较高的，工资保证金存储上

限为：公路、铁路项目不超过 1500万元，水利项目不超过

1000 万元，其他项目不超过 500 万元。上浮工资保证金

存储比例的工程建设项目，工资保证金存储上限为：公

路、铁路项目不超过 3000 万元，水利项目不超过 2000 万

元，其他项目不超过 1000万元。

青海精准分类处置欠薪举报投诉线索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近日，青海召开根治欠薪冬季

专项行动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专项行动期间，青海将

广泛公布并有效疏通维权渠道，建立高效、便捷的绿色通

道，分类精准处置举报投诉线索，做到快立、快办、快结，

有效处置复杂疑难欠薪案件，集中解决一批“执行难”问

题，让农民工兄弟既能打赢官司、也能拿到工资。

今年以来，青海根治欠薪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有效维

护了农民工合法权益。但受疫情及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影

响，部分行业企业欠薪隐患显现，特别是“双节”临近，拖

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很容易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青

海各地区、各部门将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切实增强做好根

治欠薪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进一步采取有力有

效的政策措施，把根治欠薪工作做实做好。

此次专项行动，青海明确了行动目标，突出了治理重

点，制定了专项措施。一方面全省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另一方面深入企业和工地，

全面主动排查欠薪隐患，及早化解矛盾纠纷。

一名小学四年级便辍学的农民工，竟办起了一座文化大院，近日还被评为“乡村阅读

榜样”。他说，“农民需要接受文化，农民想接受文化”。办这个大院，不但能够实现自己的

愿望，同时也能让乡亲们享受到文化带来的乐趣。如今，读书已经成了村里最大的风尚。

农民工登上“返乡爱心大巴”

本报讯（记者柳姗姗 通讯员李文卓）11
月 30日一早，手提大包小包行李的农民工兄

弟，一边说笑一边登上停靠在吉林长春建工

集团吉联分公司北科建项目大门口的“返乡

爱心大巴”，踏上返回 1400 公里外河北邯郸

北皋镇的旅程。

这趟“返乡爱心大巴”，是长春建工集团

吉联分公司专门组织的包车，点对点护送项

目部农民工平安返乡。公司领导们亲手将

30 余份装有爱心糕点的大礼包送到农民工

手中，并叮嘱大家路上一定注意安全，到服务

区要戴好口罩。

当天清晨，落雪纷飞、寒风袭人，但现场

却热气腾腾、温暖人心。上车前，项目部还为

每位农民工准备了热气腾腾的饺子，让大家

带着公司暖暖的爱喜气洋洋地上车。

据介绍，以往，该公司都会为返乡农民工

购买车票，这两年因疫情原因，特改为专门包

车，并安排吉联分工会副主席聂贵平亲自带

队。此时，北皋镇政府也已做好准备，迎接农

民工兄弟平安返乡。

就在 11月 26日晚上，吉联分公司北科建

项目还专门为农民工们准备了返乡前的团圆

饭。活动室摆上美味可口的饭菜，装扮上喜

庆的灯笼、窗花和挂饰，年味十足，农民工们

纷纷拿出手机，拍照分享给家人，上传到微信

朋友圈。吉联分公司总经理谭正荣与大家一

起聊家常里短，浓浓温情盈满人心。

吉联分公司欢送农民工平安返乡只是其

关爱农民工活动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公司

开展的为农民工建设夫妻房、给农民工举办

集体生日会、创办农民工自己的报刊等一系

列关怀举措，为该群体营造了家一样的归属

感和幸福感。

湖北召开根治欠薪专项行动视频调度会

本报讯（记者张翀 通讯员陈多红 许兰波）近日，湖

北省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视频调度会在武汉召开。会

议主要任务是调度各地专项行动进展情况，进一步研判

形势，推动湖北省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走深走细走实。

会议肯定了前期各地部署开展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

动的工作成效，分析研判了当前根治欠薪工作面临的形

势和压力：一是投诉信访量居高不下；二是查处案件量五

年来首次反弹；三是重点行业欠薪隐患突出；四是欠薪隐

患仍然较多。会议强调要“带着责任、带着感情、带着良

心”抓好农民工欠薪问题，坚决不能让农民工兄弟“一年

干到头，白搭手指头”。

会议指出，下一步，全省各地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

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精神，坚决落实省政府常务会议

审定的“当前湖北省根治欠薪 8 条硬措施：成立工作专

班、压实各方责任、做实隐患排查、畅通维权渠道、加强案

件查处、完善兜底机制、加强舆论引导和加强考核督办”，

对标对表、精准施策、真抓实干，严实推进根治欠薪冬季

专项行动。

会议要求认识再提高、摸排再精细、渠道再拓宽、查

处再提速、机制再完善、责任再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