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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案现场
“不给签合同的活儿，别干！”

“我们有的工人回家的车票都买好了，他
们还拖着不给钱！我们只能来找政府！”

2019年12月25日，离新一年到来只剩几
天。一大早，在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保障监察
队的2号业务窗口前，围了十几个一脸愁容的
农民工兄弟，愤怒地向工作人员诉说近段时
间被拖欠工资的遭遇。大家七嘴八舌，嗓门
越来越高，安静的办事大厅“轰”地一下喧噪
起来。

“大家先不要急。留一两个人在窗口讲，
让我先了解情况。那边有椅子，其他各位歇
歇坐坐，喝口水。”窗口内，身穿蓝色制服的工
作人员向前欠起身，语气平和镇定地说道，紧
绷的气氛稍微缓和了些。

有人转身到后排坐下了，也有人只是退
了几步，依然眉头紧锁，双手插在胸前，伸着
头站着看。这样的讨薪现场，令人揪心。

战才成的老家在四川巴中，来北京打工
已有十多年，干得是高空作业的危险工作，也
就是“蜘蛛人”。今年是他头一回遭遇欠薪这
件闹心事：“这些工友都是跟着我来干活的，
结果30多个人都没拿到工钱。”

“我们干的是朝阳区某街道的亮化工程，
现在项目完工都 3个多月了，我们还没拿到
钱。眼瞅要过年了，街道是亮了，可我们咋
办？”

来到朝阳区劳动保障监察队投诉的前一
天，战才成和工友们先到项目所在的街道办
寻求调解，结果发现他们一直以为自己在给
承包该工程的甲公司干活，但实际上甲公司
已经把劳务部分承包给了乙公司，乙公司又
通过包工头雇佣了战才成等人。现在是甲、
乙公司相互踢皮球，谁都不愿承担责任。没
办法，战才成和工友们找到了朝阳区劳动保
障监察队。

拘谨地坐在办事窗口前，战才成手里一
直捏着厚厚一沓工友们的身份证复印件。

“你们和谁签的用工合同？”工作人员询
问起细节。

“之前我和那个包工头认识，他介绍我们
来的。我寻思都是熟人，就根本没想合同不
合同的。”战才成说。这相当于现在工人们手
里并没有任何凭证。怎么办？

“这样，你先给我一个乙公司联系人的电
话，我跟他们沟通下，看看他们现在承不承认
你们是给他干活了。”工作人员说。

过了 10多分钟，工作人员回到了办事大
厅，焦急的工友们呼啦一下将他围在当中。

工作人员告诉大家：“刚才打电话过
去，是乙公司的负责人杨总接的电
话。我说明了情况，他们承认了雇佣
关系，也承认工资没发到位。现在他
们提出过几天先打款 4万元。”工人们
紧绷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笑容。

乙公司虽然在监察队的施压下，
口头承诺会支付一部分钱款，但毕竟
还没有落到实处。工作人员建议，战
才成和工友们接下来还是要找直接联
系他们的那个包工头先写个欠条。“写
清楚欠你们多少人多少钱，你们手里
最好得有个凭证。”然后又给了战才成
几份表格，一一告诉他该如何填写，

“如果乙公司没有按时打款，你们填好
表格后可以过来立案”。最后又嘱咐
大家：“以后可别什么活儿都接了。记
住，不给签合同的活儿，别干！”

讨薪前线
“不让你们两手空空回家过年”

朝阳区劳动保障监察队监察二组组长韩
正武来队里工作已有11年。在他看来，“责任
感”是做好帮助农民工讨薪这份基层工作的
第一前提。“我们经常会到一些突发现场，情
况危急。在这种情形下，沟通技巧是最重要
的。这个时候，任何可能刺激情绪的话都绝
对不能说。一旦闹起来，后期的工作也将会
非常困难。在现场说的话必须要站在投诉人
的立场，真正替他们考虑。要真正体谅被拖
欠工资的农民工们内心的怨气，并想尽办法
帮他们化解怨气。”

有一次，韩正武和同事接到任务，一群被
拖欠薪资的农民工聚集在项目工地，现场人
越来越多。该如何安抚大家？

在工人们里三层外三层的包围中，韩正
武拿着喇叭说，“我们是代表政府来帮大家解
决困难的。大家遇到了什么事，一个一个
说。我身上带着执法仪，现场记不住的，执法
仪也能录下来。我回去肯定要一一详查，为
的是给大家满意的答复”。

韩正武告诉笔者：“当时的情况下，一定
要给大家一个宣泄的出口，让工友们把遇到
的困难、把平时没机会说的话都倾诉出来。
倾听他们的诉求，也有助于我们从各个角度
去了解真实情况。”

一份真心是很容易被感知到的。那天，
当韩正武和同事撤离现场时，农民工们站在
路边自发地鼓起掌来。“那一刻我才松了口
气。”韩正武说。

在队里，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有的监
察队员真心实意地劝慰来投诉的农民工兄
弟：“你们两手空空地来寻求帮助，我一定不
让你们再两手空空地回家过年。”一番话让怒
气冲冲进门来的农民工感动得流下泪。

有的农民工担心投诉举报后案件处理时
间过长，韩正武和同事们就加班加点争取尽
早完成调查进度。“尽管规定要求监察队在接
到投诉举报后 60天内作出处理，但实际上一
般的案件，最多只要20天就可以办结。”

除了那些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
外，有些企业的确是本身有困难，比如只是暂
时资金周转不灵或者在发展中遇到了风险。
这就需要在具体办案中加以分别，平衡好企
业与农民工双方的权益，不能将企业都一棒
子打死。

“在为农民工讨薪的同时，我们也要向企
业主普及法律知识，督促企业合法经营。”据
韩正武介绍，如果确认企业并非恶意拖欠工
资，就要一边明确底线，一边予以体谅。“像一

些涉及人数较多的拖欠案件，企业要筹措、垫
付几百万元的薪资，不是一两天内就能到位
的，这些实际情况在工作中我们也都要考虑
周全。”

措施得力
有关部门重拳频出

工程违法分包、层层转包导致用工秩序
混乱、利益链条长，是治理欠薪问题的一个重
点。无论这个链条中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最
终受害的都是农民工。像战才成和工友们遇
到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人社部劳动保障监察局局长王程认为，
要根治欠薪，特别是工程建设领域的欠薪，就
要坚持把功夫下在平时，坚持日常抓、时时
抓，对欠薪问题抓早抓小，加大日常监察执法
的力度，一手抓企业工资支付制度建设，落实
企业工资支付的主体责任；一手抓欠薪隐患
和案件处置，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防止积
累成为积案，减少农民工兄弟越到年底着急
回家、越需要钱，越拿不到钱的情况。

为了治理这一难点问题，国家层面在不
断织密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之网。

自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
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以来，落实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属地监管责任得到
有效推动。

2017年 9月，人社部出台《拖欠农民工工
资“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建立拖欠农民工
工资“黑名单”制度，将拖欠工资违法失信用
人单位列入黑名单。

2018年开始，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陆
续公布。2019年上半年，人社部公布了3批次

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黑名单共180条，并纳入全
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依法实施联合惩戒。
上了这个黑名单的企业在参与工程项目招投
标、信贷融资等方面都会受到限制，企业法定
代表人也会被限制高消费。

更严重的恶意欠薪则可能触犯刑法。
2011年，刑法修正案将“恶意欠薪”正式列罪，

“拒不支付劳动者报酬”被纳入刑法调整范
围。2011年至 2019年 9月，人社部门共向公
安机关移送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案件2.6
万余件，各级人民法院对 7674名被告人判处
拘役或有期徒刑，有116人被判处3年以上有
期徒刑。

2019年9月，国务院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
工作领导小组通报了2018年度各省级政府保
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情况，其中有3个
地区的省级政府负责人被约谈。

2019年度根治欠薪冬季攻坚行动开展近
一个月来，各地共处理欠薪案件6654件，共为
8.1万名农民工追发工资待遇10.75亿元。

根治欠薪
2020年基本无拖欠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视察时强
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离不开农民工的辛勤
劳动和奉献，全社会都要关心关爱农民工，要
坚决杜绝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现象，切实保
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2019年12月23日，李克强总理在四川成
都的一处工地视察时说，农民工没日没夜、加
班加点，挣的都是辛苦钱。拖欠甚至恶意拖
欠他们的工资是昧良心行为，必须坚决根治。

为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2019年 12

月 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付条例（草案）》，进一步明确了用人
单位主体责任、政府属地责任和部门监管责
任，提出在用人单位、建设单位、承包单位将
工作任务、工程发包给个人或者不具备合法
经营资格的单位的情形下，一旦出现拖欠农
民工工资，由发包单位依法承担清偿拖欠农
民工工资的责任。

在韩正武看来，“草案中的这一条款，给
我们基层办案人员提供了抓手，处理这种层
层转包导致的拖欠农民工薪资问题会更加
有效”。

多部门联合执法的重要性也越发凸显。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作为国务院根治拖欠
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的成员单位，积
极构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的

“直通车”。
另外，随着社会发展，除了要关注在传

统行业就业的农民工，也要及时关注在新业
态就业的农民工。如今在外卖小哥和快递
员中，也存在着外包用工、临时用工等现象，
这其中的欠薪隐患需要各相关部门尽早介入
关注。

根据国家统计局监测数据，2008年农民
工欠薪率是 4%，2018年是 0.6%左右，2020年
的目标则是实现基本无拖欠。

“有了完善的制度建设、明确的责任落实
和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根治欠薪，我们基层
工作人员很有信心！”韩正武说。 □李贞

因为心中有爱，所以更懂得呵护自己、守
护他人；因为心中有爱，所以甘愿舍小家为大
国；因为心中有爱，所以更期待这世间的点滴
温暖与美好。

旧密码中的群体困局

2019年，一个深刻追问萦绕在很多人心
头：“考上了象牙塔顶层的985名校，却是加班
加点的996作息，面临身体垮掉住进 ICU的风
险。‘985·996·ICU’，这是我想要的生活吗？”

996并不是一个新词，在2000年左右就有
了这种工作制——每天从早9点干到晚9点，
每周工作 6天。这种集体打鸡血的“无薪加
班”模式，帮助国内一些科技互联网企业迅速
成长为行业巨头。

随着 996工作制变得日益普遍并扩散到
地产、金融等更多领域，从“自愿加班”到“以
加班为荣”的企业文化饱受非议，更重要的
是，不断有因此生病乃至猝死的案例挑动大
众神经，“985·996·ICU”成为一种社会变革发
展中的群体困局。

“最晚下班记录，就是直接通宵。日常聊天
除了问候一句‘你下班没’，就是‘太疲惫了’。

公司方圆十里
就一个 24小时
便利店，除了每
天买包100元的
烟，我完全没有

其他消费。”一位24岁的地产公司管培生说。
在无声电影《摩登时代》里，电影大师卓

别林扮演了一名因为拧螺栓拧得太过频繁而
精神崩溃的工人。今天，一些年轻的中国技术
工人和白领往往将“码农”“搬砖的”作为自嘲，
甚至觉得自己正处于21世纪的“摩登时代”。

当然也有接受996的人，他们有另一套逻
辑：为什么说年轻就是资本？不是让你无限
透支身体，而是以一种“准极限”的方式，更快
地完成原始资本积累。趁年轻，多加班，是一
种提前准备。

“所有的输不起，都是因为躺不赢。”知乎
网友“聚集地”说，“那些出身优越的人，可以
在应聘的时候对 996果断说不。而其他更多
的人考虑的是985·996·hope（希望）！如果抱
怨满怀，不仅一无所有，还会一无是处。”

迷惘事小，疯狂事大

无论是出于娱乐自嘲，还是对压抑的反

抗，“985·996·ICU”已然成为2019年规模最大
的一场“反加班”行为艺术。为什么人们对
996有这么大的反应？因为 996在时间节点、
目的结果、动机激励等方面通常是模糊的。

更重要的是，996很容易让人处于个体丧
失的状态，天之骄子意气风发毕业，却瞬间跌
入芸芸众生，外在压力山大，内在动力缺失，
迷惘事小，疯狂事大。

对于很多996工作族来说，没有时间谈恋
爱是真的，倒不如在网上找个贴心的“陪
伴”。于是，便有了大量“氪金”与“纸片人”谈
恋爱的伦理困境，也有一些“985·996”的女性
成为“杀猪盘”的锁定目标。

“杀猪盘”操纵者仿佛拥有“读心术”，可
以投其所好改变“人设”，对你关怀备至，让你
信任更深。对于很多想通过“网恋”来释压的
人群，这种套路可谓防不胜防。直到有一天，
曾经的“爱人”和自己的血汗钱一起销声匿
迹，受害者才后知后觉，感觉“智商”被侮辱，

“脆弱”被利用。
还有一种所谓“PUA”（Pick-up Artist）文

化，在高压人群中传播蔓延，如今演变为“不
良邪术”。据有关部门掌握的情况，国内参加

“PUA”培训的很大一部分人都是社交面窄、性
格内向的人，抱着好奇、发泄压力等目标而
去，其中不乏高材生、高智商人群。

当然，这些只是小部分极端案例。大多
数人会用更温和的方式来苦中作乐、忙里偷
闲。2019，中国走过了“全民健身”10周年。
更多人加入马拉松、极限运动和电子竞技等
项目中。用运动分泌的快乐因子来缓解低头
久坐、腰肌劳损的沉重。还有各地兴起的“汉
服同袍会”“吸猫撸狗会”甚至“发呆大会”，赋
予各种待机休眠以仪式感。

新年新密码：2020

满意的生活状态究竟是什么样的？每个
人、每个阶段的答案都不会相同，但显然不会
是“985·996·ICU”。

上海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年仅
25岁的在读博士生王言博，最近很火。被认
为拥有“开挂的人生”：攻博期间发表SCI论文
16篇，连续 4年校园十佳歌手，户外运动和骑
行爱好者，6块腹肌的健身达人。结婚后，他
曾同时兼3份工，一天只睡4个小时。

“一天只睡4小时”并不可取，但王言博真
正让我们感慨的，是他的“热爱”。因为热爱
科研事业，即便是枯燥的“杂事”也能当作磨
练并从中学到东西；因为热爱生活，所以他会
运动、骑行和放歌；因为热爱家人，所以愿意
为了守护而负重前行。

在最近一期《对白·让我们和更好的你聊
聊》节目中，金一南将军说，中国经济持续发
展的力量根源在民众，中国人的勤奋、刻苦、
钻研、悟性，世界无人可比。

我们远没到高枕无忧、安逸享乐的时候。我
们既为过去也为未来活着，要养老，也要为了子
孙后代的教育。复兴征途上始终坎坷，总要艰苦
奋斗和牺牲才能换来“成绩斐然”。但正因为对
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所以看到她的每一处好，都
会欣慰；看到她的每一点进步，都会更有动力。

是时候告别“985·996·ICU”，启用新密码
“2020”吧！ □俞菀

◆周末评论

◆视点

◆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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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机关是参与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
题的重要主体。“恶意欠薪”已入刑，司法解决
的手段已比较成熟，最高人民法院围绕拖欠
农民工工资多次印发通知或司法解释，对于
保障农民工权益、惩治欠薪者发挥了重要作
用。此次最高法《通知》部署加强根治拖欠农
民工工资案件审判执行工作，进一步筑牢了
农民工讨薪的司法保障。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加
强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审判执行工作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要求，各级人
民法院要进一步加强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案
件审判执行工作，全面落实立案登记制，做到
涉农民工工资案件有案必立，有诉必理。要
建立完善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一站式诉讼服
务机制，为农民工提供一站通办、一网通办、
一号通办、一次通办的一站式诉讼服务。

仅2019年12月，中央层面就多次召开重
要会议，聚焦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国
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条例（草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求加大对
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整治力度；国务院农民工
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暨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强调，要着眼于实现到2020
年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的目标，摸清欠薪
底数，突出工程建设重点领域，加大执法力
度，维护社会稳定。

在此背景下，司法机关是参与解决拖欠
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重要主体。“恶意欠薪罪”
已纳入刑法典，司法解决的手段和经验已比

较成熟，最高法围绕拖欠农民工工资多次印
发通知或司法解释，对于保障农民工权益、惩
治欠薪者发挥了重要作用。此次最高法《通
知》部署进一步加强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案
件审判执行工作，进一步筑牢了农民工讨薪
的司法保障。

过去，因为证据、程序、管辖等方面的原
因，个别法院存在不受理农民工讨薪的情
况。虽然法院不受理或有不受理的理由，但
无疑增加了农民工讨薪的难度。上述《通知》
就“涉农民工工资案件有案必立、有诉必理”
做出专门安排，对有效遏制拖欠农民工工资
有多种意义。

其一，有利于规范法院工作强化责任落
实。基层法院不仅要全面落实立案登记制，
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而且还要为农民工
提供一站通办、一网通办、一号通办、一次通
办的一站式诉讼服务。对法院而言，意味着
不再拒绝受理涉农民工工资案件，还要提供
绿色通道服务，这是一大进步。

其二，有利于降低农民工维权的门槛和
成本。过去，农民工讨薪难的一大“难”是维
权不易。如今，仅最高法印发的上述《通知》，
就从多个方面降低了农民工讨薪的难度，这
是送给被欠薪农民工最好的新年礼物。有此

《通知》，今后农民工讨薪的信心更大，难度更
小，可以想见，一些企业甚至会因此不敢再拖
欠农民工工资了。

其三，对欠薪者形成了进一步震慑。尽
管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

的力度持续加大，但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尚
未绝迹，原因之一是某些欠薪者仍有侥幸心
理。现在，法院如果切实做到有案必立、有诉
必理，每个欠薪者都将面临法庭审判的可能，
最终付出的代价或远超所欠薪水。

解决欠薪纠纷，关键在于仲裁和诉讼。
今年7月，人社部、最高法等部门联合出台的

《关于实施“护薪”行动全力做好拖欠农民工
工资争议处理工作的通知》，提出畅通拖欠农
民工工资争议仲裁“绿色通道”，并加强仲裁
与诉讼衔接。当仲裁与诉讼都为农民工讨薪
创造便利，综合效果值得期待。

当然，拖欠农民工工资背后也有现实复
杂性，有的欠薪者可能并非恶意欠薪，而是因
为“三角债”等原因无奈欠薪。鉴于此，法院
不仅要有案必立、有诉必理，还应想方设法破
解欠薪案件中的各种死结，这既考验决心也
考验智慧。

从过去的情况看，法院多元化纠纷化解
机制有助于解决农民工讨薪问题。比如2015
年1月，不到20天时间里，北京各级法院共执
结追索农民工工资案件159件，执行到位金额
381.4万元。再如2017年，广东241人因拒不
支付劳动报酬被追究刑责。希望每个法院都
成为处理这类案件的高手，同时也成为农民
工讨薪的强有力帮手。 □张倩

目前，中国的农民工总量逾2.88亿人。为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党和政府不断加大治理拖欠农民
工工资问题的力度。从2019年11月15日到2020年春节前，根治欠薪冬季攻坚行动正在全国展开。
给被拖欠薪资的农民工们一个满意的结果，是这个冬天所有人的热切期盼。

2019年8月，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保障监察
队监察员为10余农民工成功讨薪，农民工代表
送锦旗以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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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2019年，“985·996·ICU”这串数字密码格外引人注目。人们用发际线的忧伤、大肚

腩的吐槽来演绎“反加班”行为艺术。纵使985的天之骄子，也要996地奋斗，只希望少透支一些

健康，远离ICU。新的一年，我们需要破解“负能量”密码。

“有案必立”筑牢农民工讨薪司法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