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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联手解决群体性欠薪事件
1月 15日，胡露等 15名湖北籍务工人员从

南阳工业园区管委会分别领到了 2000元工资
后，踏上春节回家路。“虽然还有大部分工资没
有领到，但我们在劳动监察大队和法律援助中
心的帮助下，向法院申请了支付令，委托法律援
助中心代理诉讼事宜，届时讨回工资后律师会
代为领取，打到我们各自的银行卡上。”胡露说。

2014年年初，胡露等人来到南阳工业园区
的一家服饰加工企业上班，因该企业资金链断
裂造成包括胡露在内的 43名员工的 43.8万元
工资被拖欠。眼看着春节将近，工资却无着落，
胡露等人找到寿宁县劳动监察大队寻求帮助。
接诉后，寿宁劳动监察大队队长赵颖与寿宁县
法律援助中心律师缪启林一同前往该企业，现
场收集所需法律文书等资料并进行协调。由于
企业暂时无法筹得资金，与南阳镇政府协商后
先由南阳工业园区管委会给 15 位外地员工每
人代发 2000元工资后返乡，其余工资将在寿宁
县政府、南阳工业园区、法院等部门介入与企业
主商讨筹资方案后再行发放。

“企业因经营不善和资金链断裂容易造成
群体性欠薪事件。由于企业无法及时筹得资金，
再加上按法定程序处理，三个月后才能将案件
移交法院，对企业厂房或设备拍卖再行发薪，工
人一般要超过 4个月才有望领回欠薪。为减少
投诉者等待时间，尽早帮助他们讨回欠薪，我们
进行两手准备，并与多个部门联手根据实际情
况采取最有利的行动方案。”赵颖说。

一次，江苏籍务工人员周亚利来到寿宁劳
动监察大队投诉，说他所在的班组 12人被武曲
一家企业托欠了两个半月工资 17450元。在交
谈中，赵颖了解到，这家企业因停产造成 60多

名员工工资 120万元无法发放。她随即与法律
援助中心律师赶往企业所在地，现场受理员工
的投诉并收集走诉讼渠道时所需的法律文书，
后又多次与武曲镇政府领导干部一起督促企业
主筹款发放工资，但因企业筹资困难均无果。所
幸该企业仓库内存放着价值 300 多万元的货
物。赵颖提出可将货物出售所得给员工发放工
资。武曲镇干部随即与厂方协调联系，并由镇政
府、寿宁县公安局、武曲镇派出所派出干部将货
物押送给买家取回货款后即给员工发放工资。

加大力度处理重点领域欠薪
2014年的一天中午，赵颖刚解决了一起欠

薪事件正准备吃点东西时，20多人吵吵闹闹地
走进她的办公室。

原来，林某明、林某润兄弟俩共同承包一个
工程，由于两人文化程度不高看不懂合同导致
承包款无法分清，工资也无法发放给农民工，引
起农民工投诉。经赵颖协调，确定由工程项目部
给兄弟俩下放进度款，给工人发放工资，顺利解
决了这起纠纷。
“近年来，我们接到了一大批建筑领域工人

的欠薪投诉。欠薪的原因多是由于合同纠纷、工
程转包问题引起的。面对这类问题，我们都会详
细听取投诉员工自述，再找包工头、项目部分别
核清事实后酌情处理。如果包工头一方无法解
决的，就找到承建方，让承建方直接给工人发放
工资。”赵颖说。

建立机制从源头减少欠薪
2011年以来，为从源头上减少欠薪，保障农

民工权益，寿宁县劳动监察大队开始不定期对
县内 206家用工单位实施劳动保障监察巡查，
以便规范业主用工行为，纠正违反劳动用工行
为，对企业主进行法制宣传，当场补签劳动合同

1万多份，涉及人数 6000多人，先后帮助农民工
追回拖欠克扣工资 900多万元。该县纪委、劳
动、工会、信访、建设等部门每年至少 2次联合
对欠薪多发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及建筑工程开展
拉网式清查。
“对工程类企业，要求他们建立‘无欠薪项

目部’，从员工进场开始就进行登记管理，员工
工资直接由项目部实行实名字打卡发放，并将
工程款与工资款分开发放。目前，在建的福寿高
速 A2、A3、A4三个项目部已建立‘无欠薪项目

部’。与此同时，对不好监管的外地进驻寿宁工
地的公司或企业实行工资保证金制度。根据工
程量大小每个工地向劳动保障局交纳 5万元到
80万元不等的保证金，工程验收结束后进行公
示，如没有农民工投诉的就将其保证金退回。两
年来，督促企业建立农民工工资保障金 12户，
累计预存金额 166万元。这些企业无一家受到
欠薪投诉。”赵颖说。

□吴苏梅文 /图

近年来，我县大力实施项目带动和“工业富县”战略，高速公路、保障房项目、寿政公路、际武工业园区等一大批重点项目全面铺开，拉
动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拖欠农民工工资等不稳定因素。我县把为农民工维权追薪作为保障民生、维护社会安定稳
定的重要举措来抓，以劳动部门为主力，法律援助、纪检、信访、法院等部门及各乡镇全力配合，全力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向欠薪说
“不”———

农民工在劳动监察大队领到被欠的工资

在寿宁，有这样一群特殊的孩子，
因身体的缺陷，他们无法像正常孩子
一样自由行走、自由交流，他们的家庭
为了他们而陷入贫困，他们有一个共
同的名字———“脑瘫儿”。让孩子能够
走路，是每位脑瘫儿童家长最大的心
愿。

1月 22日，笔者走进县中医院脑
瘫儿童康复中心。窗明几净的房间内，
生动可爱的卡通图案让人颇感温馨，
积木、拼图、皮球……多种教具一应俱
全，俨然走进了幼儿园，但所有教程提
示着这里的特殊性。
这里燃起家长的希望
“大树是绿色的，小花是红色的，

还有漂亮的房子……”趴在简易的饭
桌上，家在坑底乡半岭洋村的 8岁男
孩斌斌正用蜡笔描绘着心中美好的生
活。这个胖嘟嘟的小男孩，看起来跟同
龄孩子没有区别，然而一年前，坐，对
他来说都是件奢侈的事情。

在斌斌 8个月大时，父母发现孩
子无法坐立，带到医院检查，竟发现孩
子患有脑瘫，从那以后，父母便一直带
着孩子奔波在各大医院，积蓄早就花
光了，还欠下不少债务。为了让孩子能
够继续得到治疗，斌斌的父亲到外地

打工，母亲周彩莲则留在家中照顾孩
子，只要手上有一点钱，周彩莲就带着
他到福州去接受康复训练，但是这样
断断续续的治疗，根本起不到作用。在
父母打算放弃的时候，县中医院脑瘫
儿童康复中心的成立让他们看到了希
望。
“我院脑瘫儿童康复中心，对 1至

7周岁确诊为脑瘫的儿童，进行免费治
疗。目前有 8位患儿在接受系统的康
复训练，部分患儿功能恢复明显。”县
中医院院长曾小明向笔者介绍。
“没想到，一年的治疗，孩子居然

能自己独立的走几步，这是我想都不
敢想的，真是太感谢中医院了。”周彩
莲看着孩子激动的说。

这里洒下爱的汗水
“几个啦？36个啦，真棒，你都知道

自己数了”……今年 38岁的郭霞是康
复中心的一名康复治疗师，此时她正
在帮 4 岁的轩轩做下肢功能康复锻
炼。只见她两手轻轻抓住轩轩的双脚，
在轩轩进行屈膝练习的同时，她轻轻
抖动他的脚踝，让双脚的肌肉能够放
松。看似简单的动作，郭霞却做的满头
是汗。

康复治疗结束后，郭霞顾不得自
己，拿出纸巾，心疼
的为轩轩擦去额头
上的汗水，嘴里还不
忘夸奖他很棒。随
后，轩轩进行运动治
疗———上下梯。虽然
轩轩独自摇摇晃晃
地走在楼梯上，但一
举一动都在郭霞的
视线中。“轩轩来这
里已经有一年了，情
况已有很大改观，性
格开朗了许多，并且

自己能走一段路。郭老师照顾这些孩子
不容易啊。”轩轩的妈妈感激地说。

由于一些康复动作并不能轻松、简
单地完成，需要用尽力气才能达到最好
的康复效果，郭霞秀秀胳膊笑道，胳膊又
变粗了。“我们除了做孩子工作，还得帮
家长做思想工作，嗓子也会经常变嘶
哑。”郭霞说。

有些孩子平时要去上课，郭霞就把
他们安排在周末进行康复训练，一年下
来，郭霞没几天休息，当笔者问她这样会
不会很辛苦，她笑了笑说：“我很喜欢孩
子，每天看着他们一点点的进步，我就很
欣慰了，我会一直做下去的，直到做不动
为止。”

这里托起孩子的未来
“孩子如果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以

后连简单的行走都会很难，有些甚至终
身都要卧床。”郭霞说道。这里的孩子大
部分来自农村，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耽误
了治疗，从而加大了现在的治疗难度。

为了让孩子得到更专业的治疗，中
医院每年都会派康复治疗师到福州培
训，一年培训四次。同时为每位患儿建立
个人康复档案，记录下脑瘫儿每年、每月
甚至每天的恢复情况。医院还建立脑瘫
儿家长微信群，做好家长思想工作的同
时能实时了解到孩子的身体情况。

“下一步我们将利用创建二级甲等
中医院的有利时机，加大人员和经费投
入，将康复中心作为我院重点科室建设，
让更多脑瘫儿能够得到及时的治疗。”县
中医院院长曾小明说，寿宁中医院康复
中心成立于 2013 年 8 月，先后投入 90
多万元添置了微波治疗仪、电针治疗仪
等一系列康复训练设备，同时每年为每
个孩子投入 1万 2千元的治疗费用。

□魏眉妹吴加元 ∕文 图

爱 心 点 亮 希 望
———记县中医院脑瘫儿童康复中心

本报讯（魏眉妹 张惠滨）“以前我们到县里面考证、办证花费多
不说，来回还要花很多时间，现在考场设在家门口，早上考完科目一，
下午就可以考科目二了，真是为我们节省了时间和费用。”1月 19
日，到斜滩镇参加摩托车驾考的村民王新锦高兴的说道。

2013年 4月 11日，我县启动驾考下乡活动，满足了乡村群众在
当地就可以考证的愿望，不仅解决了群众在办理摩托车驾驶证过程
中的培训难、考试难问题，也使边远乡镇学员免去了长距离往返奔波
的劳顿之苦，成为宁德市首个实现驾考下乡的山区县。
“考试全程录音、录像，我们当天就把科目一、二的考试成绩等资

料整理后录入电脑，并在规定工作日内组织其他科目考试，对通过考
试的学员按程序上报申领驾照，派出所会在第一时间将驾驶证分发
到村民手中。”寿宁县交管大队驾管中队中队长柳瑞宁对笔者说道。
据了解，寿宁县交管大队驾考下乡活动开展以来，先后深入武

曲、坑底、凤阳、芹洋等乡镇开展了 37场次下乡考试，完成纸质考试
2017人次，科目二考试 1115人次，其中 711人成功考取摩托车驾驶
证。摩托车驾照下乡考试活动的开展，本着“简化流程，标准不降”的
原则，从安全教育学习到全部考试完毕整个考试流程只需一天时间，
真正实现了“一站式”服务，不仅为偏远的群众办理申领摩托车驾驶
证考试提供了方便，而且有效减少无牌无证摩托车及无证驾驶交通
违法行为，最大限度满足群众申领摩托车驾驶证的需求，真正使农民
群众得到方便实惠。

摩托车驾考下乡“一站式”服务群众

日前，县法院生态资源审判庭法官到下党乡开展巡回审判活动，
现场调解林业纠纷。近年来，县法院法官深入山村，将巡回审判、乡村
夜调、赶圩开庭、带案下乡调解等特色司法服务送到最基层群众家
门，帮助化解矛盾纠纷。 □吴苏梅摄郭霞在为患儿做康复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