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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讨论

年年讨薪年年难，咋根治





年关将近，各地农民工一如既
往地在苦苦讨薪，可仍然有农民工
两手空空回家面对妻儿……想起这
些，让人浑身发冷，可也有些东西
会温暖我们。

安徽一位叫武学德的农民工，
在1月17日晚上捡到一个红色的女
式包，包里装着13万元钱。武学德
把捡来的钱装进一个皮箱里，带着
皮箱四处转悠了三天，纠结了三
天。三天后，他找到警察，把钱还
给了失主。

武学德捡到钱后，如果毫不犹
豫地把钱还给失主，笔者除了“高
尚”二字，便没啥可说的。武学德承
认，他捡到钱后，就开始纠结，三天
后才决定把钱交出来。对此，有人质

疑，但笔者却仍对他充满敬意。
这种敬意来自武学德挣钱的艰

辛。武学德在南京打零工，好的时
候，一天能挣150元钱左右，一年
最多能攒三四万元钱，13万元，他
要打工3年多才能攒出来。何况，
现在活不好找，他已经半个月没活
干了。作为农民工，他挣个钱太不
容易了，面对捡来的13万元，他不
想交出去，是他的真情实感。可他
最后交出去了。

这种敬意来自武学德太需要钱
了。48岁的武学德有两个儿子，大
的24岁，小的21岁，都没有成家。
在农村，一家有两个儿子到了找媳
妇的年纪，是最让人犯愁的时候，
甚至可能让他愁得半夜都睡不着
觉。带着捡来的13万元转悠时，武
学 德 是 不 是 又 想 起 了 他 的 愁 事
儿——— 有了这13万元钱，他可能更

顺利地把两个儿媳妇娶回家。因为
太需要钱，武学德才纠结。可武学
德最终把钱还给了失主，并说：
“这下子人轻松了。”

同样不是自己的钱，有的人却
拿得很踏实。查出来的贪官，还有
没查出来的贪官，他们动辄拿了几
千万甚至上亿元不该拿的钱，买房
买车，包养情妇，活得风光无限。
他们拿这些钱时，一点也不纠结；
花这些钱时，应该并没有觉得心里
不踏实。

这些年，为支持农村、农民、
农业，国家每年都要拿出一大笔钱
来。这些钱用来改造农田水利，增
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居住环境，
等等。可这些钱也成了一些人眼中
的唐僧肉，层层截留，挤占挪用，
造假套取，不一而足。这些本该流
向农民的钱，个人贪占的有，以单

位的名义作假截留、挪用的也有。
不管是个人，还是群体，在花这些
本来该用在农民身上的钱时，都不
纠结，而且还心情愉悦，因为这意
味着能有更高档场所来办公，有更
豪华的车可以坐，有更好的酒可以
喝。

前贤教育我们：君子爱财，取
之有道；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几乎
所有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都被告
知：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可
现在，有那么多的人，以不择手段
的方式，取了国家的财，他们在拿
取时，毫无纠结之心，这才是最可
怕的事情。

关于捡钱，最近还发生过一件
事儿。2014年12月25日晚上，河南
省安阳市两名中学生捡到一个钱
包，在多人的共同见证下，清点钱
包内的现金是3700元，然后如数交

给出警的110民警。在4天后，失主
领到丢失的钱包时，里面却只剩下
1500元——— 另外2200元被出警的警
察截留了。笔者在这里提起这事
儿，绝不是想证明农民比警察好，
只是想说，面对金钱，不管是13万
元还是2200元，能纠结很不错了。
因为只有好人，才可能在要犯错误
时，心有纠结。强盗抢劫时，小偷
伸手时，有的人贪污受贿时，不会
去纠结。

“我真的不是坏人，我承认纠
结 过 ， 不 过 这 笔 钱 我 是 不 会 拿
的。”把钱还给失主后，武学德
说。面对自己的三天纠结，武学德
想告诉别人，他不是坏人，这让人
感动。毕竟，在金钱能左右太多人
太多事的现在，能说自己不是坏
人，现实中也确实不是坏人，并不
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儿。

纠结3天还钱，不该影响“好人”定位
农村大众报评论员 肖民

近日，一个名叫余秀华的女诗
人席卷了中国人的微信朋友圈，有
人称她为中国的“艾米丽·迪金
森”。

近几年，诗歌仿佛只能通过引
发争议来博取大众的关注，梨花
体、羊羔体、乌青体包括前不久获
得鲁迅文学奖的周啸天，都在网上
激起一片嘘声。在人们哀叹“诗歌
已死”的时候，余秀华的诗却以原
始蓬勃的生命力，引起了人们的共
鸣。一夜之间，余秀华成名了。

但是，面对余秀华的诗，人们
仿佛仍然沿袭着猎奇的惯性。媒体
于是给她了很多吸引眼球的称
号——— “农民诗人”、“脑瘫诗
人”就连广为传播的诗也是那首
“标题党”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
睡你”。媒体竭力寻找最猎奇、最
容易撩拨大众神经的关键词，而大
众也配合这一场传播的狂欢。其
实，在疯狂转发的人群中，有多少
人真正读过她的诗，又有多少人知
道谁是“艾米丽·迪金森”。

“我身份的顺序是这样的：女
人，农民，诗人。这个顺序永远不
会变，但是如果你们在读我诗歌的
时候，忘记我所有的身份，我必将
尊重你。”这是余秀华的期望。毫
无疑问，余秀华拥有远超常人的写
作天赋，疾病是她的苦难，她却从
这苦难中开出了花，诗人对纯洁美
好的向往令人动容，“脑瘫”这个
带有歧视性的词绝不应该掩盖“诗
人”蕴含的灿灿光芒，每次对“脑
瘫”的夸大宣传都是对余秀华的侮
辱和伤害。我们应该为写出感人诗
歌的余秀华喝彩，因为在这个娱乐
至上的年代，我们从余秀华身上看
到了来自中国最接地气的农村妇女
上迸发的“正能量”。

这些年，维护农民工权益的
法律法规保障体系不断加强。为
帮农民工讨薪，全国各地工会组
织 大 都 设 立 “ 农 民 工 维 权 中
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开设“劳动监察大队”，住房和
建设部门开设“清欠办”，然而
还是维权乏力。人们不禁要问，
为何农民工年年干活年年欠、年
年讨薪年年难？

一方面，讨薪难与建筑施工
“算总账”的资本运作机制有很
大关系。工程项目大多由建设方
先行垫款，再按照工程进度结
算。在工程款不到位的情况下，
基于熟人或者老乡关系的施工单
位可以按月发放生活费，年底或
者完工时再支付农民工工资。事
实上，这种运作方式是把经营风
险转嫁给农民工。

另外一方面，这种“算总
账”的心态也体现在相关部门的
监管上。各地出台防欠薪措施，
往往把关注点放在欠薪后的监
管，缺乏源头上的思考和探索。
地方对农民工讨薪难的关注多集
中在“两节”前后，平时少见，
这种“运动式清欠”，很容易造
成“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因此，解决农民工讨薪难，要

在体制和监管上下工夫。要改良建
设工程领域薪资发放的“老规矩”，
建立现代化的施工项目管理制度
和企业运行制度，监督施工企业直
接与工人订立劳动关系，以货币形
式向农民工按月支付工资。同时，
监管部门也要戒除“年关算总账”
的心态，将功夫用在日常，一步一
设防，加强事前事中监管，把“算总
账”变成“常清账”。（新华社）

岁末年关，多地再曝农民工讨薪事件。人社

部最近一项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底，全国

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共查处工资类违法案件

２２．８万件，占所有案件的６７．６％，比２０１３年同期

增长７．２％，建筑工程领域依旧是欠薪“重灾

区”。年年讨薪，年年难，对此，您怎么看？

——— 编者

把“算总账”变成“常清账”

最近两天，河南濮阳六旬老
人赵俊方，帮1000余名农民工要
回280万元拖欠工资的新闻引起热
议。其实，这并不是赵俊方第一
次在网络上走红。多年来，他一
直在帮各地农民讨薪，为此，还
入选2010年央视“感动中国”候
选人。据报道，近年来，赵俊方

已义务帮助农民工讨回了7000多
万元的欠薪。

感动之余，笔者不禁要问，
督促企业及时发放农民工工资，
本是劳动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所
在。赵俊方老人讨薪过程中，相
关职能部门去哪儿了，是否会感
到脸红呢？

农民工找到了“专业讨薪
人”，可见工资已被拖欠多时而
无法支付；“专业讨薪人”可以

讨来，说明相关企业是有支付实
力，只是相关职能部门没有认真
督促落实。很多时候，企业拖欠
农民工工资，正是由于相关部门
不作为导致的。

早在2011年，我国就将“恶
意欠薪”写入刑法。但多数农民不
到万不得已，一般不打官司。何况，
和老板打官司，农民工面临取证
难、诉讼时间长等诸多问题。

在农民工讨薪过程中，最

“短、平、快”的方法就是找政
府，可是一些政府部门却是“门
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当
前，反“四风”依然是进行时，
但通过农民工讨薪难可以看出，
一些部门依然存在把反“四风”
当成“一阵风”，推诿扯皮的
“懒政”依然存在。

我们期待职能部门有所作
为，让劳动者劳有所得，行善者
心宽慰。

义务讨薪老人走红，哪些部门该脸红

李伟

要喝彩就真心
勿把“脑瘫”当噱头

张超

▲余秀华（左）接受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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