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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欠薪
更应常态化

■王国荣

欠薪是个老问题，对
付 这 种 老 问 题 要 有 新 办
法，除了法律层面的一手
硬，更要注重抓常态化管
理

有人数钱数得手抽筋，

有人等钱等得心结冰。许多

本可开开心心数着工钱回家

过年的外来务工人员，因为

恶 意 欠 薪 这 一 久 治 不 愈 的

“年关病”而不能回家，有个

别还因极端讨薪“讨”进了拘

留所。据本报 1 月 29 日第 1

版报道，仅 1 月以来，公安部

门已正式受理 8 起拖欠农民

工工资案，立案3起，2人因恶

意 欠 薪 行 为 被 批 准 刑 事 拘

留，9 人因非法讨薪扰乱社会

公共秩序被行政拘留。

年关将至，欠薪问题的

关注度再次高涨。报纸、电

视 、网 络 上 ，有 关 讨 薪 、发

薪、清欠等各种正负面报道

也 不 同 程 度 升 温 。 这 个 时

候，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

以“跳楼”等极端方式出现

的讨薪场景，尽管是“被逼

无 奈 ”。 与 此 形 成 强 烈 对

比，也是每个外出打工者热

盼并羡慕的是，有的地方搭

起的“现金城墙”——1 月 26

日，上海虹口区一施工单位

堆起 100 万元现金，为一个

施工班组的 10 多名一线农

民工发工资；1 月 29 日上午，

四川眉山城区一工地，垒成

4 座“钱山”，其中 1500 万元

是 700 多名工人的工资；之

前还看到报道，贵阳一售楼

部开发商堆 1 亿元现金为农

民工发工资⋯⋯

此情此景，管它作秀不

作秀，能把这沉甸甸的、一年

辛 勤 付 出 的 血 汗 钱 捧 在 手

里，是最最实在的。若是他

们在老家的父母及亲人能看

见这个场景，看见自己儿女

在这样的喜庆现场“用箩筐

挑钱”，不知会激动成什么样

子。相信大家都会认同，这

样的“作秀”场景越多，劳资

关系就越和谐。没有恶意欠

薪行为，何来拦路、跳楼等过

激讨薪行为？

所以，对恶意欠薪的行

为必须首先予以严厉打击，

对恶意欠薪的老赖必须首先

予以严惩。据报道，我市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欠薪问

题，为打好主动仗，于去年 11

月初就提早部署年内防范处

置企业欠薪工作，成立处置

企业欠薪工作专班，帮助维

护合法权益，依法打击恶意

拖欠工资和非法讨薪行为，

其中已有 23 名恶意欠薪企业

主被刑拘。另外，2015 年，市

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共受理欠

薪投诉案件 923 件，结案率

99.6%，共为 3795 名劳动者追

回欠薪5635万余元。

从以上的清欠结案率可

见，被欠薪人员通过合法渠

道维权讨薪是可行的、有效

的。尽管“兔子被逼急了也

会咬人”，但人区别于其他所

有动物，必须在法律法规的

规范里行事，不能在维护自

己权益的同时又损害了他人

的权益，比如群体拉横幅、喊

口号拦路讨薪，就破坏了他

人的路权及社会公共秩序。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冲动是

魔鬼”。

当然，我们的法律法规

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让

恶意欠薪行为付出更沉重的

代价。同样，我们维护劳动

者合法权益的机制与手段也

应该有所创新。欠薪是一直

以来的老问题，对付这种老

问题要有新办法，除了法律

层面的一手硬，以及政府层

面的提早部署防范处置企业

欠薪工作外，更要注重抓常

态化管理，注重平时的督查，

确保让农民工工资“月结月

清”。

简单的道理，债欠越多，

还起来越难，而且有的老赖

会抱着“虱多不痒，债多不

愁”的心态，甚至“死猪不怕

开水烫”。本来，做生意要备

足本钱，你不把人工成本核

算在内，无力按月足额发放

工资，那你就别做工程。对

此，有关部门可在常态化管

理中，依法行使“一票否决

权”，每个月都把清欠工作做

在前头，每年新春节后第一

天上班就“提早部署”防欠薪

工作，从而避免年关欠薪的

恶性循环。

随时随地、时时刻刻
地珍惜和节约能源，应该
深入到每一个人的骨髓中

近日，瑞安市政大院荣获

第二批“国家级节约型公共机

构示范单位”称号（详见本报1

月 29 日第 2 版报道），这实在

是值得广为宣传和推行的好

榜样。

瑞安市政大院作为公共

机构，积极开展节约型公共机

构示范单位创建活动，不仅让

单位里的工作人员增强节俭

意识，并形成带头践行低碳消

费，也是为节能环保尽自己的

一份力，是不任意浪费纳税人

钱财的表现，更是一种为社会

可持续发展义不容辞的责任

和担当。

时 下 ，在 许 多 机 关 、单

位、企业、学校等地方，能源

的不经意或随意浪费的现象

可谓比比皆是。大白天拉着

厚厚的窗帘开会、办公室的

长明灯和不停歇的空调、纸

张的无节制使用、不论距离

远近的专车出行、自来水跑

冒滴漏的熟视无睹⋯⋯无端

消耗的不单是水、电、油等所

产生的经费负担，还有那些

宝贵的能源。至于有些工程

的反复拆拆建建、商品的过

度包装、食堂的大量剩饭剩

菜等，使一些有限的资源在

无限的浪费中恣意流失。

我国人均占有的资源居

世界低下的水平，该算得上

是资源匮乏的大国，许多资

源 越 来 越 依 赖 于 从 国 外 进

口，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经济

的健康发展，乃至于社会的

长治久安。能源的日益枯竭

及其发生的危机，愈来愈走

向深重，不单是某个国家面

临的难题，而且将是席卷全

球性的灾难。这样的判断绝

非危言耸听，我们不能老是

在断水断电断油的情景下，

才想起能源的不可或缺，才

知道节约和珍惜能源。

节约能源其实有很多事

情可以做。按照绿色理念，做

好综合节能规划的设计和应

用；淘汰和改造高耗的能源设

备，用最新最节约的科技产品

替代；倡导绿色办公绿色出行

绿色消费，切实推广低碳模

式；从小养成良好的节省习

惯，推己及人扩大范围；从我

做起从现在做起，在所有的时

空里好好珍惜⋯⋯随时随地、

时时刻刻地珍惜和节约能源

应该深入到每一个人的骨髓

中，而不仅仅是局限于某一个

示范公共机构的创建。

珍惜一滴水一度电一张

纸，拒绝一次性用品的消耗和

电器待机的能耗，节约能源事

关你我他，事关德行涵养，事

关子孙后代。

生态、低碳、节俭，市政

机关这种创建节约型公共机

构的模式值得点赞。

中国人素来有“勤俭持

家”的优良传统，管理一个家

庭是这样，管理一个单位、一

个地方乃至一个国家也不例

外。古人有关反对奢靡、主

张节俭的言论颇多：春秋时

期的齐国宰相管仲在《管子·
八观》中专门论述了奢侈浪

费与国家管理的关系，认为

“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

意指铺张浪费，提高了行政

管理成本，损耗了老百姓的

利益，最终使民众陷于贫困；

汉代学者刘向曾评价汉文帝

刘恒是“节俭约身，以率先天

下”，统治者约束自身，厉行

节俭，是能够引导节俭风气

的。我市市政大院成功创建

国家级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

单位，既切合了我国勤俭的

优良传统，又顺应了节能减

排的国际潮流，更体现了反

对四风的治党精神。

有人说，现在的形势变

了，讲的是刺激消费，拉动内

需，发展经济，处处提倡节约，

不是与时下的消费政策背道

而驰吗？这话似是而非，混淆

了消费与浪费的不同概念。

浪费是“破”，以破坏为能事，

糟蹋钱财与货物，比如在办公

室用电，明明可以只开一盏

灯，偏偏要开两盏，明明可以

只开两个小时，偏偏开了四小

时，好像是消费了更多的电，

产生了更多的电费，其实是一

种浪费，成倍消耗的结果是民

众用于生活、商家用于生产的

电少了，国民经济受到了影

响，甚至有可能大打折扣；消

费是“立”，民众为了满足物质

或服务的需要，而掏钱购买适

量的标的，物尽其用，人得其

享。

当然，节约也不是吝啬，

该用于民生工程的，政府从

来不会抠门。孔子说为政有

“ 四 恶 ”，其 一 是“ 犹 之 与 人

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意

思是说该给人钱财的时候，

却迟迟不肯出手，或者以少

代多，这是吝啬，这是出于私

心，其结果是失去了民众的

信任，人人比懒，不肯上进，

工作被动，发展停滞。建设

节约型政府，其实也就是省

下钱来用于民生事业，而不

是奢靡无度，然后向百姓索

要更多的钱。

提 倡 节 俭 ，重 视 民 生 。

我市党政机关积极创建国家

级 节 约 型 公 共 机 构 示 范 单

位，正体现了这种思想，值得

点赞。

[评论1+1]

节约能源人人有责
■高振千

为“节约型公共机构”点赞
■金粟

建设节约型政府，其
实也就是省下钱来用于民
生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