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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开启依法治理欠薪的新阶段
　　工资报酬权益是劳动者的
核心权益。我国日前公布的《保
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坚
持问题导向，明确农民工工资
支付各环节责任，加强事前事
中事后监管，开启了我国依法
治理欠薪的新阶段。
　　“条例的制定，是近年来
治理欠薪工作成功经验的制度
化提升，是依法治欠的重要体
现和制度保证，开启了依法治
欠的新阶段。”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副部长张义全说。
　　据介绍，以往涉及保障工
资报酬权益的有关执法依据散
见在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
动保障监察条例》等法律法规
中。在执法实践中，各地普遍
反映，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得比
较原则，操作起来不好把握；
对欠薪问题多发高发的工程建
设领域，由于其中往往涉及工
程款纠纷，按照现行法律法规，

难以对清偿主体作出有效的认
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欠薪
问题的及时有效解决。
　　“条例是各项工资保障制
度的集成、定型和法治化，为
实现根治欠薪目标提供了制度
支撑和法律保障。”张义全说。
多年来，治理欠薪工作取得了
显著成效，拖欠农民工工资多
发高发的态势得到了明显遏
制。但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一
些行业生产组织方式不规范，
源头上建设资金不足，治理欠
薪制度措施刚性不够，用人单
位主体责任、属地政府和部门
监管责任没有完全落实到位等
原因，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屡
治不绝。
　　条例横向纵向压实责任，
明确了地方政府属地责任、部
门监管责任、用人单位主体责
任。司法部立法三局局长王振
江说，条例对拖欠农民工工资

行为的法律责任作出了明确规
定。按照条例规定，对违反规
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依照有
关法律规定执行；逾期不支付
的，向劳动者加付应付金额
50%以上、100%以下的赔偿金；
涉嫌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
事责任。
　　工程建设领域是农民工欠
薪“顽疾”高发区，如何破解
该领域导致欠薪的源头性深层
次问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劳动保障监察局局长王程说，
条例坚持问题导向，在各个方
面对工程建设领域保障农民工
工资支付作出了规定。
　　在源头预防上，条例要求
施工总承包单位或者分包单
位，依法与所招用的农民工订
立劳动合同，并进行实名制的
登记和管理，如实记录施工项
目实际进场人员、考勤情况。

条例同时规定，施工总承包单
位要开设专项用于农民工工资
支付的银行账户，建设单位从
源头上将人工费用从工程款剥
离出来，拨付到专用账户。确
保人工费优先拨付到位，防止
人工费与材料费、管理费等资
金混同或者被挤占。
　　“此外，在工程建设领域，
由施工总承包单位按照规定的
缴存比例缴存工资保证金，发
生欠薪时，经责令支付而拒不
支付或是无力支付的，由主管
部门启用工资保证金予以清
偿。为了减轻企业负担，条例
规定，保证金采取差异化的缴
存方式，还可以通过金融机构
保函来替代。”王程说。
　　实践中，工程款通常按照
工程节点拨付，与每月发放农
民工工资存在“时间差”。王
程说，条例作了两项规定，一
是实行工程款支付担保制度，

由建设单位向施工单位提供工
程款支付担保；二是建设单位
需将人工费用与其他工程款分
账管理，按时单独拨付到农民
工工资专用账户，拨付周期不
得超过一个月。“人工费必须
按照至少每月一次的方式拨
付。这两项制度设计，对保障
工程建设领域的工资支付起到
关键性作用。”
　　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监管，
构建政策完整闭环，条例的实
施将加大依法“治欠”的力度。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法规司
司长芮立新说，条例明确规定，
用人单位实行农民工劳动用工
实名制管理，与招用农民工书
面约定或者通过依法制定的规
章制度规定工资支付标准、支
付时间、支付方式等内容。这
些规定有助于解决发生拖欠工
资之后证据不足的问题。

中国官方大力推进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建设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国务
院扶贫办近日印发通知，支持
各地特别是国家级贫困县以传
统工艺为重点，依托各类非遗
项目，设立一批特色鲜明、带
动作用明显的非遗扶贫就业工
坊，帮助贫困人口学习传统技
艺，促进就业增收，巩固脱贫
成果。
　　通知明确，设立非遗扶贫
就业工坊应当依托一项或几项
覆盖面广、从业人员多、适于

带动就业、具有较好市场潜力
的非遗代表性项目；优先支持
依托列入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
录的项目建设非遗工坊；有建
设、运营非遗扶贫就业工坊的
牵头企业、合作社或带头人；
有建设非遗扶贫就业工坊的必
要场地和水电等基础条件；能
够有效吸纳建档立卡贫困户和
低收入家庭参与就业，吸纳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就业的数量标
准，按当地扶贫车间相关规定

执行。
　　通知要求，扶贫部门要将
非遗扶贫就业工坊纳入脱贫攻
坚项目库，并录入全国扶贫开
发信息系统。各地要摸清资源
情况，明确项目抓手；广泛吸
纳就业；开展传统工艺技能培
训；培育扶持非遗扶贫带头人；
发展提升传统工艺产品；扩大
传统工艺产品销售渠道；开展
媒体传播，扩大社会影响；加
强成效跟踪和动态管理。

　　非遗助力精准扶贫是文化
和旅游扶贫的重要举措。2018
年 7 月，文化和旅游部、国务
院扶贫办确定了第一批 10 个
“非遗+扶贫”重点支持地区，
支持设立非遗扶贫就业工坊。
数字显示，一年以来，非遗助
力精准扶贫工作在全国范围内
得到了积极响应，全国 393 个
国家级贫困县和 150 个省级贫
困县已开展非遗助力精准扶贫
工作，全国共设立非遗工坊

2310 个，带动 46.38 万人参
与就业，带动 20 万建档立卡
贫困户脱贫。
　　据介绍，文化和旅游部、
国务院扶贫办将逐步建立稳
定、长效的非遗扶贫就业工坊
建设和运行机制，持续扩大覆
盖范围和覆盖人群，促进非遗
保护传承全面融入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在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更
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