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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督察组来我省督察农民工工作

江苏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检查

从 11 月下旬至 2016 年春节

前，省人社厅联合省公安厅、省总工

会等部门和组织在全省组织开展农

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 通过

专项检查，确保 2016 年春节前拖欠

农民工工资案件基本办结， 欠薪群

体性事件得到妥善处理， 涉嫌拒不

支付劳动报酬罪案件及时移交司法

处理， 切实维护广大农民工工资报

酬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

此次专项检查的重点是使用农

民工的各类用人单位， 特别是招用

农民工较多的工程建设（含交通运

输、水利建设）、船舶修造、加工制

造、餐饮服务，以及其他中小型劳动

密集型企业、个体工商户等。 专项检

查的内容为用人单位按照工资支付

有关规定支付农民工工资、 遵守最

低工资规定以及依法支付加班工资

的情况； 企业经营者拖欠农民工工

资逃匿的情况； 用人单位与农民工

签订劳动合同情况等。

12 月 1 日至 2016 年春节前，

各级人社、公安、工会等部门组织将

组成联合执法检查组，划区分片集中

力量对用人单位进行检查。明确专人

对排查发现的欠薪风险单位进行跟

踪监督， 督促及时兑付已拖欠工资。

深入重点行业、 重点区域和重点企

业，通过察看工作场所、查阅台账资

料、走访职工群众等方式进行逐户检

查，做到不留盲点。 认真受理劳动者

举报投诉，严肃查处无故拖欠克扣农

民工工资、违反最低工资规定等违法

行为，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工资报酬权

益。 期间，省人社厅、省公安厅、省总

工会等部门组织将派出联合督查组

赴有关市对当地开展专项检查工作

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本报讯 （通讯员 稼轩 记者 魏

志民）

11 月 18 日至 21 日， 国务院

农民工工作第三督察组在我省督察农

民工工作。 18 日下午， 在南京召开

江苏省农民工工作情况汇报会， 督察

组组长、 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出席会

议并讲话， 省委常委、 副省长徐鸣代

表省政府全面介绍了我省农民工工作

开展情况，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省人

社厅厅长谭颖代表农民工工作领导小

组作了专题汇报。 省农民工工作领导

小组部分成员单位参加了汇报会。

江苏是经济大省， 也是农民工较

为集中的省份。 徐鸣副省长在发言中

指出， 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农民工

工作， 认真贯彻国务院一系列决策部

署， 统筹做好为农民工服务的各项工

作， 农民工就业规模持续扩大， 职业

技能不断提高， 工资收入稳步增长，

劳动保障权益得到有效维护， 享受基

本公共服务范围逐步扩大。 下一步，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 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国

务院关于农民工工作的各项决策部

署， 坚持共享发展理念， 进一步加强

组织统筹， 强化为农民工服务各项政

策措施的系统性、 配套性、 协同性；

进一步聚焦重点难点， 抓住农民工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就业创业、 社会

保障、 权益维护等问题， 提高为农民

工服务的水平； 进一步创新体制机

制， 更大力度推进公共服务体系建

设， 让农民工更多更公平地享受改革

发展成果， 为“迈上新台阶， 建设新

江苏” 提供有力支撑。

谭颖厅长在专题汇报时指出， 近

年来， 全省各级人社部门认真贯彻国

家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 以促进就

业创业、 维护合法权益、 推动参加社

会保险、 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为重

点， 坚持把解决农民工问题作为保障

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 取得了明显

成效。 下一步将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

“十三五” 规划 《建议》 的新要求，

以提升农民工就业创业能力和职业素

质为重点， 大力促进农民工就业创

业； 以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和畅通转

移衔接通道为重点， 大力推进农民工

参加城镇社会保险； 以建立农民工工

资支付保障机制为重点， 切实维护农

民工劳动报酬权益； 以加强农民工综

合服务中心建设为重点， 大力提升人

社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陈晓华副部长听取汇报后， 充分

肯定了我省农民工工作， 并指出， 面

对新形势新变化， 江苏结合实际方法

得当， 抓得紧、 抓得实， 农民工工作

取得了新进展、 新成效， 对江苏继续

做好农民工工作很有信心。 希望江苏

不断加大工作力度， 全面贯彻落实国

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

工作的意见》 和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

导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精神， 充分发

挥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的

作用， 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检查， 推

动全社会形成关心农民工、 支持农民

工工作的良好氛围。

督察组在江苏期间， 还实地查看

了南京市农民工综合服务中心、 农民

创业园、 建筑工地， 苏州市社会保险

服务平台、 农民工子弟小学以及农民

工集中居住公寓。

很久以前， 宿豫就是全国首批

50�个劳务输出工作示范区、 全省首

批农村劳动力转移示范区，高潮时期

有 8 万余人在全国各地务工经商，

每年劳务输出收入有 10�亿多元。 然

而，劳务输出短平快致富的后遗症也

逐步显现，空巢老人、留守妇女和儿

童等系列问题层出不穷。 为此，该

区政府深知只有鼓励、动员已经外出

务工人员带着信息、资金、技术和先

进的管理经验返乡创业，才是最根本

的富民之道。

今年以来， 宿迁市宿豫区把目光

投向一群特别的人群， 他们曾经作为

农民工外出拼“闯”，现在他们逐渐返

回家乡当起了“创客”，不仅开创了自

己的事业天地， 还带动了家乡周围一

批农民就业创业。 据统计，该区已有万

名农民实现了从“闯”迈向“创”的蝶变。

宿迁市和盟电子有限公司坐落

在宿豫区曹集乡道方村，由返乡人员

徐真于今年 2 月创办， 主要生产电

解电容器，年产量 5 亿只，当年销售

收入 3000 余万元， 带动周边村民

80 余人实现本地就业。

在“互联网 +”的战略新机遇下，

一时农民网络创业兴业异军突起。宿

迁市宿豫区人社部门经过调研发现，

虽然电子商务这一在农民朋友看来

虽然是致富的好渠道，但是农民网络

专业知识匮乏，所以农民网络创业急

需“神助攻”。 为此，宿豫区人社局创

新 SYB 培训与网络创业相结合的模

式，把网络创业培训班开到农民家门

口。 为了提升培训效果，特邀淘宝资

深卖家、京东商城采销及市场宣传负

责人为讲师。针对大学生村官对网络

上手快、对网络创业有激情等优势特

点，该区人社局以各乡镇大学生村官

及部分大学毕业生为创业培训先遣

队和排头兵， 将参加完培训的 300

余名大学生村官和大学毕业生“撒豆

成兵”在农民网络创业的一线，他们

足迹遍布全区各个村组，为农民网络

创业“穿针引线”。截至目前，已经有

2200 余名有网络创业愿望的农民参

加创业培训。

今年 33 岁的农民石良辰，通过

“触网”， 让自己的人生产生了蝶变。

作为宿迁 360 速购商贸有限公司董

事长， 他不但绽放了自己的梦想，还

引发“蝴蝶效应”，带动了周边 70 多

人就业致富。

为全力推进全区返乡创业工作，

该区分别建立了区创业办、乡（镇）农

民创业指导服务所、村（社区）农民创

业指导服务站， 基本形成了上下联动

立体式创业服务体系。 各创业指导服

务站工作人员， 对返乡创业人员实行

台账管理，提供创业政策咨询、创业培

训、专家评析、项目推介、创业孵化、贷

款融资等一条龙服务， 为他们解决创

业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难题。 同时营造

积极的创业氛围， 利用媒体和服务窗

口等载体，广泛宣传小额担保贷款、税

费减免等优惠政策， 精心挑选区内返

乡创业先进典型， 在全区范围内不定

期进行创业典型事迹巡回报告， 以及

开展“十大创业青年评选”“网络创业

大赛”等活动，激发全民创业活力。

日前，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公

布 2015 年度电子商务示范县名单，

全国共 130 个县（区）当选，江苏有

5 家，宿豫区成为苏北地区唯一当选

的县（区）。农村电子商务在宿豫逐渐

扎根成长。

王彪

近日， 网友在南京地铁

10

号线上看到两个席

地而坐的民工。 车厢里明明有很多空位，两人却坐

在地上，可能是怕把座位弄脏。 网友被这一幕打动，

并顺手拍下照片传到了网上，一时成为媒体和社会

关注的热点。

在现代社会，便利、快捷的地铁已经成为人们

重要的出行方式。 和其他乘客一样，农民工也有乘

坐地铁的需要。 农民工购票乘车，享有和其他乘客

一样的“坐下来”权利。 从表面上，“有座位不坐”是

一种理性缺失；从本质上看，“农民工坐地上”则是

社会排斥的产物———在城乡二元体制下， 农民工

成为游走在城市和乡村夹缝地带的边缘人， 劳动

者应有的体面和尊严处于一种被遗忘、 被漠视的

境地。

在通常情况下， 市民和农民工缺乏足够的交

集；即使在公交车、地铁、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

共处一室， 双方也难以在社会心理上获得真正的

平等。 作为“漂泊的候鸟”和所谓城市文明的闯入

者，农民工为了减少和市民发生摩擦与纠纷，往往

会采取一种自我矮化、 自我鞭笞甚至自我牺牲的

方式来进行权利让渡，从而换取“和为贵”。

一个旨在让劳动者 “生活上多一些保障”“心

灵上多一些温暖”的社会，“农民工坐地上”应该越

来越少。 不论是提升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机

会和待遇，还是完善社会保障，抑或消减制度的壁

垒和人为的藩篱，只有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让

农民工在城市感受到更多的制度护佑和人文关

怀，“有座位不坐”的权

利空置才会越来越少。

杨朝清

为培养孩子们的合作意识和竞争意识， 拉近农民工家长与幼儿园和幼儿之间的情感与默

契，日前，东台市总工会下属职工幼儿园的全体师幼和一群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家长在幼儿园的

操场上举办了大型趣味亲子运动会。

“妈妈找宝宝”“小苹果舞蹈”“热带鱼手工制作”等比赛活动丰富有趣，气氛融洽。 这些常年

工作在一线的农民工家长和幼儿们相互配合，仿佛也把家长们带回到了美好的童年时代，暖暖

的亲情溢满整个运动场。 成天全 文

/

摄

家政服务行业包罗万象，然而从

事这行的大多是这样一群人———她

们多数是外来务工人员，没有擅长的

技能，但是她们能吃苦，能做家务。许

旭就是她们其中的一员，一个来自安

徽阜南县的姑娘， 在南京拼搏十余

年，现在是南京喜悦旭友家政服务公

司的老板。从起初的育儿嫂到如今的

金牌月嫂；从起初的千元工资到现在

的万元高薪；从默默无闻的打工者到

一家家政服务公司的负责人，许旭用

她的坚持和努力赢得大家的认可。

“育儿嫂”改变了自己

2004 年， 许旭将五岁的儿子和

年仅一岁的女儿留给老家的父母照

看，自己随着丈夫来南京打拼。 起先

夫妻俩是做一些小生意，但是都不尽

如人意， 逐渐的许旭找了另一条

路———做保姆。“其实一开始觉得做

保姆挺丢人的。”许旭告诉记者，不过

为了生活，在朋友的介绍下，她接触

到了第一份保姆工作———育儿嫂，也

正是这份育儿嫂的工作改变了她。

白天在雇主家操持家务，晚上要

看护小宝宝睡觉， 因为孩子的哭闹，

许旭经常整宿不睡觉，然而她却不觉

得苦，反而觉得快乐。 短短几个月的

时间， 小宝宝在她的手上茁壮成长，

许旭得到雇主的认可，同时也正是这

样的一份起初让她觉得“不体面”的

工作，让她找到了新的奋斗方向。

月嫂培训让自己有了更多机遇

做育儿嫂，一般几个月就要换一

家，等小宝宝长大了，有了好的生活习

惯了，就不怎么需要请人帮着照看了。

许旭一年要这样换好几个雇主， 就这

样坚持了好几年， 直至 2012年许旭

得到了参加江苏省总工会主办的家政

服务人员培训班的机会， 这再一次改

变了许旭。“那一期的培训班很严格，

除了周末两天不上课， 基本上天天是

朝九晚五，学习的东西很全，也很多，

例如母婴护理， 插花艺术等等都是她

每天需要学习的内容。 ”她说。

有了系统、 丰富的理论支持，许

旭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更宽阔的市

场。由于她是一个会把爱带给小宝宝

的人， 因此受到了不少雇主的信赖。

甚至有一年，许旭基本上没有时间休

息，一家接着一家做。

再苦再累自己扛

做月嫂并不轻松，虽然说起来只

是带带孩子， 帮着母亲做产后康复，

但想要做好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在

每一家，许旭都是无微不至的照顾产

妇和宝宝，她清楚一个母亲在坐月子

的时候如何调理康复，她更清楚怎么

能让才到这个世界上的小宝宝可以

很快的适应生活……许旭总是把她

的无微不至， 把她的爱留在每一家，

把微笑留给每一个小宝宝，但是她的

苦却没有人能看见。

许旭告诉记者，有一年，她在做

月嫂，雇主对她非常满意，一个月的

时间很快就要到了，然而却在这个时

候，家里传来了消息：自己的儿子被

邻居家的狼狗咬伤了。这让本就觉得

亏欠子女的许旭内心万分焦急和难

过， 但是每天她依旧要保持微笑，因

为她面对的是一个才到这个世界上

的小宝宝，她不想让自己的不快乐影

响到这个幼小的生命。“虽然是保姆，

但是我们也是服务业，哪个雇主会喜

欢自己家请来的阿姨天天臭着个脸

呢！”许旭坚持着在这家做完，等她赶

回家时，儿子被狗咬伤的部位已经结

痂，乃至现在，也可以清楚的看见留

下的伤痕。 许旭没有后悔当初的选

择，她觉得对孩子们的亏欠已经很多

了，她只有更努力，让孩子有更好的

生活才是对孩子们最好的补偿。

丈夫叫她“傻大姐”，别人

叫她“徽姐”

在家政行业，许旭摸爬滚打十余

年，她觉得自己从千元工资的育儿嫂

到如今万元高薪的金牌月嫂，自己很

知足了， 她现在要做的不是自己赚

钱，而是带着姐妹们一起赚钱。

2013 年， 许旭成立了南京喜悦

旭友家政服务公司，她通过自己建立

的平台给更多的姐妹带来工作和学

习的机会。 业内只要知道许旭的姐

妹，都会亲切的叫她一声“徽姐”，因

为她是从安徽走出来的姑娘，可是为

何丈夫却要叫她“傻大姐”呢？

许旭的公司在石鼓路的一个居

民屋里， 一个月 3000 多的房租费，

这其实已经让这样的一个小家政公

司应接不暇， 然而许旭却不以为然，

只要在她这里挂靠的阿姨都知道，许

旭对她们就像亲人一样，把自己会的

教给她们。如果一些阿姨才来南京打

工，没有吃住的地方，许旭也免费给

她们提供一个吃住的地方。 渐渐地，

许旭这儿成为了很多阿姨固定的落

脚点，有什么苦有什么累都会找许旭

唠叨唠叨。

许旭的“傻”远不止如此，许旭利

用自己在行业里的好评更多的是为

在自己这里挂靠的阿姨介绍工作，在

她看来， 帮着别人解决工作问题，比

解决自己的要更实际。

“要做事先会做人。”这是许旭的

座右铭。 她认为，作为一个家政从业

人员，诚信很重要。 因此她要求在她

这儿挂靠的阿姨一定要说实话，做过

保姆就做过，没有就没有。 按照许旭

的话说，没做过没关系，她可以教到

会，但是不能不诚实。

这不仅仅是许旭对自己姐妹的

要求， 也是她对自己两个子女的要

求。 如今，儿子已经 18 岁了，在交通

技师学院学汽修，五年制大专；女儿

13 岁，在老家读初中。虽然女儿总是

生气，认为妈妈不关心她，但是她和

哥哥一样，都是一个很听父母的话的

孩子。 说到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孩子，

许旭也是眼眶一红，她现在只想着能

够尽快的让女儿也来南京，呆在自己

身边，补偿对女儿的亏欠。

许旭在跟记者的聊天中一直说

到自己很想做公益，但是毕竟自己读

书少，不知道公益应该怎么做。 但是

在记者看来， 许旭一直在做公益，她

不是为了功利而做公益，而是真正的

为了公益而做公益。就是这样的一个

“傻大姐”， 一个朴朴实实的月嫂，两

个孩子的妈妈，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地

给这个社会传递着爱和温暖。

通讯员 常乐 记者 张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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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保姆到金牌月嫂

许旭：十年前的坚持，十年后的自豪

宿豫返乡农民工“触网”创业引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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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维护劳动者合

法权益，畅通劳动者维权渠道，预防

和减少劳资矛盾发生，共同维护劳动

关系的和谐稳定，近日，常州市劳动

监察支队、常州市律师协会联合在支

队维权中心设立劳动维权法律服务

站并举行成立大会。 市人社局、市司

法局、市律师协会和十多家律师事务

所相关人员出席了成立大会。

服务站立足贴近劳动者， 靠前

服务，强化法律宣传，为劳动者提供

方便快捷的维权指导和法律帮助。

据了解， 今后服务站将每周五上午

由律协安排一名律师在服务站开展

法律咨询， 引导劳动权益受到侵害

的当事人选择合理合法的维权渠

道，与支队“调解室”开展联动调解

劳资矛盾纠纷。

常璇

常州成立劳动维权法律服务站

本报讯

为充分挖掘培训潜力，

有效提升全市家庭服务业从业人员的

管理和技能水平，根据《市政府办公室

关于加快发展家庭服务业的实施意

见》和《关于大力开展“春潮行动”和加

强家庭服务业技能培训的通知》精神，

日前，徐州市人社局经过评选审核，认

定徐州医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徐州市

总工会培训中心、 徐州市中青家政服

务有限公司等 16 个单位为徐州市家

庭服务业人才培（实）训基地。

通过认定，可以推动被认定机构

进一步扩大规模，发挥优势，突出特

色，提高质量，切实为提升家庭服务

行业从业者的管理和技能水平作出

更大贡献。

董宪华

徐州认定 16个家服人才培（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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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闯荡那么多年，

一直都想回到家乡做点事情，报答家

乡父老的养育之恩，现在家乡有了返

乡人员创业园，我一定要好好把握这

个机会，带领家乡父老共同致富”。从

苏南返乡创业的“响水回乡创业十佳

标兵”黄海进豪情满怀地说，他打算

在黄圩镇黄南返乡人员创业园创办

自己企业。

为全力促进在外人员回乡创业，

响水县人社部门积极宣传返乡人员

回乡创业政策，落实场地、资金、服务

等政策扶持，推进黄南返乡人员创业

园等创业园区建设，为回乡创业人员

搭建创业舞台。

作为全县首个农民工返乡创业

园， 响水县黄圩镇黄南返乡人员创业

园整体规划面积 560亩，园区一期已

建成标准厂房 5 万平方米，综合服务

楼 3000平方米，职工文化中心 3500

平方米。园区运行以来，已经入住了包

括黄海进创办的盐城美希密封件有限

公司在内的 14家企业， 年实现开票

销售 2亿元，利税 3650万元，带动周

边 500多名劳动力就业。 目前，园区

二期 4 万平方米高标准厂房正在建

设中， 建成后可新增企业 8 家以上，

新增劳动者就业 400人以上。

旻玥

响水精心打造返乡人员创业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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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农民工入会“进

得来”，更能“留得住”？连云港市赣榆

区总工会通过创新维权机制， 即建

立、完善“三方两站一庭”维权新机

制， 不断增强工会组织的吸引力，以

此调动农民工加入工会的积极性。目

前，全区 1143 家非公企业全部建立

了工会组织，这标志着该区已实现非

公企业“农民工之家”全覆盖，共发展

农民工会员 40586 人。 其中，今年新

增农民工会员 4500 多人。

针对近年来农民工侵权案件逐

年增多及多样化特点，赣榆区总工会

一方面通过职工维权热线电话、受理

来信来访、职工法律援助等，维护农

民工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则借助资

源整合，形成“三方两站一庭”新机

制，合力维权。“三方”即区总工会与

区司法、人社、法院合作，建立工会

方、行政方和仲裁判决方三方机制；

“两站”就是在全区 15 个镇，联合镇

司法所建立农民工法律援助站，与

律师事务所合作建立农民工维权律

师服务站；“一庭” 就是与区法院民

庭和 3 个基层法庭建立农民工维权

合议庭。 目前，这一维权新机制正在

稳步推进， 已仲裁劳动纠纷案件 7

件， 为职工提供法律援助和咨询 77

人次， 参与或督促拖欠农民工工资

800 多万元。

祝新华

赣榆维权新机制吸引农民工争相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