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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检护民生”专项行动助力农民工维权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经多方共同努力，青海省海东

市乐都区某村农民工马某太与某电极制品公司达成和

解，该公司分次支付马某太的赔偿金 53.5 万元目前已全

部赔偿完毕。近日，青海省人民检察院通报全省检察机

关开展行政检察“检护民生”专项行动工作情况，发布马

某太诉某电极制品有限公司工伤赔偿纠纷案等 5件民生

领域的行政检察典型案例。

2022 年 2 月 24 日，马某太与某电极制品有限公司签

署劳动合同。马某太在工作中不慎被石墨方块夹伤，累计

花费 16万余元住院治疗，伤情经鉴定为工伤 6级。该公司

仅垫付治疗费用 4.5万元后拒不赔偿，引发工伤纠纷。

在省检察院送法下乡时，多次维权无果的马某太向

检察机关进行维权咨询并寻求帮助。为促进诉源治理，

省检察院结合正在开展的“检护民生”专项行动提供援

助，帮助马某太收集证据，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同时，派专人与驻村工作队沟通协调，实时跟进工作进

展，帮助其依法依规维权。

自专项行动以来，青海检察机关行政检察部门共办理

民生领域案件 620件，发出检察建议 221件，检察意见 306
件，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两件，建立法律监督模型 9个。

青海省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维护劳动者合

法权益，保障农民工依法维权，事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

检察机关依法助力农民工维权，有力推动劳动纠纷源头

化解，切实保障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群体的合法权益，是

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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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检察机关积极参与根治欠薪工作
本报讯（记者王伟 通讯员卢志坚 张立婷）“我们几

个姐妹都 50多岁了，许某还一直拖着不结清工资，还好有

你们帮助维权，现在工资全部都拿到了！”近日，江苏省响

水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跟进了解 2024年 12月 5日徐某花

等 9人和许某达成的分期支付工资的和解协议执行情况

时，徐某花高兴地说。此前几个月，她们多次催要被拖欠

的 4.3万元工资无果，直到检察机关支持起诉、促成和解。

这是 2024年江苏检察机关积极参与根治欠薪工作中的一

件暖心事。

江苏省检察机关不断完善“支持起诉+”模式，综合运

用提供法律咨询、协调收集证据、提出支持起诉意见等多

种方式，为农民工起诉维权提供帮助。2024 年 1 月至 11
月，江苏检察机关依托“检护民生”专项行动，持续加强劳

动者权益保障，共办理支持农民工起诉案件 1799件，帮助

追索劳动报酬 6264余万元。

聚焦快递物流、外卖配送、网络直播、网约出行等新就

业形态领域，江苏省检察机关注重加强灵活就业人群和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省检察院指导南京、苏州检察

机关开展涉网络直播行业专项监督行动，维护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合法权益、促进网络直播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此外，江苏省检察机关不断完善省内协作机制建设，

积极落实与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司法厅、省人社厅于 2023
年 8月签订的《关于建立农民工讨薪支持起诉工作协调机

制的意见》，持续加强与劳动仲裁委、妇联、残联等单位沟

通协作。针对长三角地区农民工用工量大、流动性强、跨

区域维权难等问题，江苏与四川、云南等共 12家省（市）检

察院联合制发《加强民事支持起诉跨区域协作框架协议》，

进一步强化跨区域协作。

本报记者 黄榆

经过锻打、成型、烧斑、显斑、露斑等 30

道工序，在工匠手中“千锤百炼”长达数月，一

件工艺复杂、技术要求极高的斑铜作品方能

完成……地处滇东北、乌蒙山腹地的云南省

曲靖市会泽县，流传着具有 300 多年历史的

斑铜制作工艺。出生于 1988年的张伟，是曲

靖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会泽斑铜制作技艺的代

表性传承人。

在斑铜制作工艺传承中，张伟做了很多

关于工艺过程、造型、文化传播等新的尝试，

让这门古老的技艺被更多人熟识。同时，越

来越多年轻人受到感召和鼓励，努力学习技

能，加入到保护和传承的队伍中来。

辞去工作回乡传承

“斑铜，妙在有斑，贵在浑厚。”来到会泽

县铜匠街，一户人家门头上挂着“张氏斑铜制

作技艺传习馆”的牌匾，参加完交流展览会的

张伟刚刚回到家中，热情地将记者迎进院内。

庭院正门右手边的一面整墙上，挂满了

手工制作的各类工具，两位年轻的学徒在一

旁忙着做水瓢形状的工艺品。在琳琅满目的

斑铜展品室，张伟拿起一件件宝贝“炫耀”，

“张氏斑铜”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在他的侃侃

而谈中清晰呈现出来。

“从小就跟在父亲身边打下手，拉拉风

箱，就觉得好玩。其中一些工序，看起来就像

变魔术一样。”张伟是会泽“张氏斑铜”的第十

三代传人，耳濡目染之下，斑铜制作过程对他

产生了独特的吸引力。大学时期，就读于昆

明理工大学应用化学专业的张伟，还积极联

系材料学院郭忠诚等教授，对斑铜制作的显

斑着色工艺进行研究，用进口原子吸收仪、光

谱仪等精密仪器分析药水成分，并科学量化

其传统配方。

父亲张克康去世后，张伟决定辞去工作，

回到家乡当一名铜匠，承担起传承和坚守的

重任。张伟说：“斑铜是一种情感、一种文化，

希望在我们这代人的努力下能够更好地传承

下去，让更多人了解斑铜的独特魅力。”

让古老技艺焕发新生

每天清晨，张伟总是早早地来到铜器铺，

亲自逐一完成净化、回火、成型、烧斑、煮斑等

工序，这也是对工匠技术、经验、耐心和毅力

的巨大考验。

“经过植物药水多次浸泡后，铜器上逐

渐显现出斑斓花纹，在自然造化和妙手匠

心的共同作用下，一件美丽的生斑器皿初

现雏形。”炉火旁热气灼人，张伟手中的活

儿到了最关键的显斑环节。据他介绍，显

斑操作直接影响到斑铜的斑花好不好、结

晶多不多、斑花透不透亮，被老辈人认为是

“最美的瞬间”。

家传的手工制铜工艺加上大学期间学习

的化学专业的理论，张伟承担起会泽斑铜工

艺新一代传承人的重任。“将现代造型艺术设

计运用于创作之中，才能不断创新突破。”在

如今的斑铜作品中，除了鼎、炉、瓶、筒等传统

工艺品，张伟还创作了具有云南民族风情的

《傣家少女》新作品，以及简单适用的钢笔、打

火机等办公用品和装饰小挂件，在市场上大

受好评。

“一件好的斑铜作品，器形古朴，纯铜质

感深厚，又布满细密晶斑，低调中暗含绚烂。”

张伟认为，斑铜作品的精美在于造型、斑纹二

者统一呈现出的艺术审美效果。因在保护和

传承会泽斑铜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张伟先

后获评云南省第七届百名拔尖农村乡土人

才、云南省云岭技能大师、曲靖市首批“珠源

工匠”等荣誉。

推动创意产业转化落地

为了不断提高自己的工艺水平，张伟刻

苦钻研制作工艺，还多次到云南艺术学院进

修。他还前往安徽省铜陵市参加艺术铸造行

业金属表面着色研讨班，参观铜文化产业基

地，学习铜表面高温着色工艺、硅溶胶熔模铸

造工艺等知识，解决熟斑生产工艺中精细度

不够、成品率不高等技术难题。

悠久的文化背景、令人惊叹的技能水平

和精美的工艺产品，吸引了不少省内外爱好

者专门前来铜匠街，向张伟拜师学艺。“对传

统手工技艺而言，培养技能人才的重要性是

不言而喻的。”本着“甘愿奉献，授人以渔”的

宗旨，张伟先后培养了 20 多名学徒，激励更

多年轻人关注并加入斑铜技艺的传承。

“目前，我们规划建设的会泽斑铜文化

创意产业园正准备投运，里面会有体验区、

加工区、展厅、文创研发区等多个功能分

区。希望在多个部门的关心和帮助下能够

尽快落地呈现，推动解决斑铜手艺传承散、

弱的问题。”对未来的产业发展规划，张伟充

满了期待。

湖北宣恩联动调解为职工撑起“安薪伞”
本报讯 近日，湖北省宣恩县人民法院携手县人社局、

县总工会，成功调解了一起涉及25名职工共计32万余元的

欠薪纠纷，在岁末寒冬为劳动者撑起“安薪伞”。

2024年 10月，邓某等 25人就职的某公司因其他纠纷

停业，员工工资未得到及时支付，邓某等人多次讨薪未果。

当年 11月，邓某等 25名职工申请支付工资，宣恩县“人社+
工会+法院”劳动争议裁调审工作室受委托调解此次纠纷，

但双方因工资金额差异未能达成协议。

得知此情况后，宣恩县人民法院驻矛盾调解中心工作

人员及时联合县总工会积极调解，并与公司负责人约定再

次调解的时间地点。专业调解员迅速展开工作，仔细梳理

案情，在确定事实清晰、权利义务明确后，启动“情、理、法”

融合的调解模式：对公司负责人进行严肃的法律教育，明确

告知支付工资是企业的法定责任，督促其主动承担义务，维

护企业形象与信誉；与职工代表耐心沟通，如实说明企业当

前面临的困境，协调双方相互理解、共渡难关。

经过不懈努力，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该公司承诺

分两次支付所欠 32万余元工资。宣恩县人民法院当即进

行司法确认。这一结果不仅使公司避免了繁琐的诉讼程

序，减轻了诉累，同时保障了职工的合法权益，让他们“安

薪”过节。

据悉，2024年，宣恩县始终保持治理欠薪的高压态势，

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全年运用联动机制成功调处 102
件劳动争议案件，为职工挽回经济损失145.25万元。

（邹明强 李明然 孟小俊）

本报讯（记者李丰 实习生陈梦娇）1 月

7 日早晨 6 时 30 分，当城市还笼罩在静谧之

中，停靠在贵州省贵阳市贵黄交警支队公

交站的 217 路“城市建设者专线”公交车已

经整装待发。一群头戴“小黄帽”的务工者

们，正有序排队登上这辆为他们特别开行

的公交车。

自 2024 年 10 月 24 日正式开通以来，217

路“城市建设者专线”已经运行两个多月，累

计服务农民工超过 2000 人次。它不仅是一

条普通的公交线路，更是一座连接城市温度

与人文关怀的桥梁。

“以前的 217 路公交车早晨 6 时 35 分发

车，我们要和其他上班上学的市民挤在同

一趟车上，人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我们很

多都带着工具包，有时候难免会碰撞到其

他乘客。”回忆着以前搭乘 217 路公交车时

的情景，坐在记者旁边的农民工陈师傅轻

轻叹了口气。

据 217 路公交车司机介绍，以往该路线

首班车有大量农民工集中出行，前往贵阳市

观山湖区的各个工地，加上沿线上班族和学

生出行，车厢时常拥挤不堪。为此，贵阳公交

金阳分公司对 217 路沿线工地进行走访，认

真了解城市建设者的出行需求后，决定为该

群体开通公交专线。

作为 217 路公交车的老乘客，“城市建

设者专线”给陈师傅等工友带来了许多实实

在在的便利。“以前得在路边等很久，有时候

冬天或者下大雨的时候，真的是冷得受不

了。现在车提前几分钟就在这儿等着，大家

不再担心上不了车，也不用担心和其他乘客

争座位，心里踏实多了！”陈师傅感慨地说，

现在的 217 路，就是工人们心中最温暖的

“移动港湾”。

随着车子一路前行，更多务工者陆续上

车。大家有序地找到座位坐下，把工具包放

在椅下或身旁。“以前去观山湖区的工地，我

得先坐 688路，然后再转车，特别麻烦。而且

车上人太多，站都站不稳。”正在下车的李师

傅告诉记者，“城市建设者专线”解决了他的

换乘难题，而且站点距离住处很近，车里的空

调让他在冬日里倍感舒适。

“通过站点和时间的调整，将城市建设者

与其他乘客合理分流，大大提高了出行便利

度。”贵阳市公交公司金阳分公司相关负责人

向记者介绍说，为了方便广大务工者，217 路

专线首班发车时间优化调整为 6 时 30 分，站

点由 31个优化调整为 26个。同时，站点设置

也做了人性化考量，在沿线工地附近增加停

靠点，大大缩短了工友从住处到乘车点的距

离，为大家省下了不少出行时间。

花式办年货 安“薪”迎春节
本报讯（记者刘静 通讯员赵纯杰 吴

红）“媳妇儿，我的薪水到账了，工资已经全部

转到你银行账户。马上过年了，家里的年货、

给孩子的礼物都准备起来吧，过几天我就回

家团圆了！”1月 3日，在中铁十五局东兴高速

公路 DX-DT3标段的施工现场，农民工老王

高兴地给在老家的妻子打着电话。

在这个工地上，这是最近经常出现的

画面。拿到工资的工友们，有的把钱转回

老家，有的着手在网上订各种年货，有的趁

下班时间进城买礼物，这是属于他们的“收

获时节”。

据项目经理周鑫介绍，元旦前夕，项目专

门组织召开了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工作座谈

会，面对面听取工友心声。“项目在场施工

231 人，工资报酬是大家最直接、最核心的权

益，每一份工资都牵动一个家庭的幸福冷

暖。”周鑫说。

为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项目部采

取成立农民工工资管理领导小组、设置专职

管理员、办理农民工工资支付银行保函等一

系列硬举措。通过建立制度、规范程序、全程

监管等措施，持续强化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制度落实。

同时，数字手段也是护“薪”的重要举

措。该项目利用工薪守护系统对在场工人实

名制管理和实时在线考勤，记录每一位农民

工到岗及工资发放的情况，对“月结月清”实

现全过程监管。“有机器管着，就吃下了‘定心

丸’！这下过春节的钱和娃明年的学费都有

了，还能给父母添几身好衣服。”打完电话的

老王高兴地说。

北京：“市监友新”8项举措服务新就业群体
骑手可享用餐饮门店专属优惠套餐

本报讯（记者赖志凯）北京市市场监管

局加快推动全市网约配送员群体党建工作，

推出“市监友新”8 项服务举措，推动新就业

群体“友好之城”建设。这是记者日前从北京

市网约配送员群体党建工作现场推进会上获

悉的。这 8 项服务举措包括将全市 361 个市

场监管所打造为“暖新驿站”，肯德基、宏状

元、永和大王等部分餐饮品牌门店上线“专属

骑手优惠套餐”等。

近年来，北京网约配送新兴业态发展迅

猛，美团、饿了么、闪送、达达快送、顺丰同城

等主要平台月活跃网约配送员 25万余人，在

首都发展和民生保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

2024 年以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积极推

动建设新就业群体“友好市场”，丰台区新发

地市场、顺义区石门市场等首批 20 个“友好

市场”先后落地，在满足网约配送员休息、饮

水、充电、阅读等需求的同时，提供优惠餐

饮、优惠理发、优化路线、方便标识、专属停

车区等一系列服务。在具备条件的市场监

管所打造首批“暖新驿站”88 个，建立了网约

配送员身边的歇脚点、补给站。引导 200 余

家“爱心企业”参与关心关爱行动，提供“暖

新理发”“优惠套餐”“公益检测”等多样化服

务。携手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相关组织和

属地街乡开展“凝心聚力、携手前行”送温

暖、送爱心系列活动，为网约配送员送上实

用的水杯、饮料、毛巾等日常用品和冰袖、雨

衣、围巾、手套等防暑御寒用品。同时，引导

广大网约配送员融入首都发展，发挥自身优

势担任“市场监管社会监督员”“网格员”“新

社工”，在服务群众、服务城市、服务首都发展

中彰显自身价值。

据介绍，为进一步推动新就业群体“友好

城市”建设，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联合相关组织

及爱心企业推出“市监友新”8 项服务举措，

内容涵盖“暖新驿站”阵地服务、“护航骑手”

权益维护服务、“骑行无忧”公益检测服务、

“健康骑手”爱心义诊服务、“暖新餐厅”优惠

餐饮服务、“暖新理发”惠免剪发服务、“骑手

与法”公益法律服务、“携‘骑’手来”联合关爱

服务等，携手社会各界共促网约配送领域健

康发展。

赶制海外订单
开拓装备市场

1月6日，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循环经济工业园区，新疆科新重装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的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订单。

作为南疆装备制造的龙头企业，该公司近年来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订单规模显著增
长，保持产销两旺的发展态势。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程磊 摄

迁改线缆还漓江秀美
1月8日，工人在漓江边进行线缆迁改作业。当日，广西

桂林市阳朔县兴坪镇九马画山附近，最后3处跨漓江线缆被
顺利拆除，漓江风景区线缆杆塔迁建改造工程完成。

2024年 8月，漓江风景区线缆杆塔迁建改造工程启动。
工程涉及拆除跨江通信线缆12处，通信杆塔整治33个，共迁
改线缆500多公里。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