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让农民工在老板家过年
他们受到法律的保护，受到政府的帮助，可是，一切似乎还不够强力。他们的努力，与他们的获得的回报，并不

成正比。应当得到的工资，甚至都有可能被恶意剥夺。

□赵松刚

今日潍坊

□王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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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走访潍坊市区佳乐家、沃
尔玛等超市内的酒柜看到，价格调整幅
度较大的当属 53 度飞天茅台。在佳乐家
北王店，53°飞天茅台零售价为 1880

元，而在 8 月底此款酒仅售 1480 元。若
与春节时相比，则涨了 800 多元，涨幅可
谓惊人。（齐鲁晚报·今日潍坊)

白酒涨价一路飙升需要“悠着点”。
尽管评论界有着未来白酒业将迎来“黄
金五年”的信息传出，但是白酒业的规模
程度或者已经趋于饱满，甚至于白酒业
的“暮色”也越来越明显。因为 2000 亿元
这个规模已经是市场饱和的程度，并且
白酒行业有个隐忧挥之不去，那就是：离

现在的年轻消费者越来越远，往往年龄
越轻、知识层次越高，消费白酒就越少。
而这部分消费群体在不久的未来便会成
为消费主力，因此也不免令人担心白酒
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甚至有人称白酒业
已成为夕阳产业。

所以，无论是茅台还是五粮液尽管
在处于提价的状态中一路攀升，但是在
白酒产业中也存在着冰火两重天的境
地。

尤其是，当白酒业一路高歌猛进的
时候，必然会出现资本暂时的疯长，开始
在白酒业行业集中。此时，各种对于危害
白酒的行为也会随之出现。这个不难让
人们想起当年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曾经
中过央视“标王”的山东秦池白酒，其酒

精勾兑白酒的丑闻曾经让无数人对白酒
望而却步。试想，在极高的利润诱惑之
后，必然有勇夫上前。

所以，白酒涨价切忌出现跟风的行
为，由于市场经济往往是残酷无情的，它
一方面可以引领资本市场向着价值比较
高的领域猛进，一方面在市场崩盘的时
刻，它只是一个远远的旁观者，受到灾难
打击的往往是白酒企业本身。

《齐鲁晚报·今日潍坊》“朝天锅”版全新升级，如果您想对咱潍坊的事儿说上几句，评上一段，请你发送本

报投稿邮箱：qlwbpl@163 .com，字数在 600 — 800 字为宜，期待您的关注。

高端白酒涨价悠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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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车管：开车未携带驾驶证是一种严
重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同时，未随身携带驾驶
证上路，一旦遇到交通事故，驾驶员在事故处
理、违法处理过程中也将带来更多不便。在此，
潍坊车管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开车出门，请您
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务必带好驾驶证出行。

@潍坊城市周末：茂腔被誉为“胶东之花”，
但也曾一度面临青黄不接的窘境。为确保茂腔
艺术后继有人，2008 年，高密市政府出资面向社
会公开招收 40 名 10 至 13 周岁的儿童，送到潍
坊学院幼教特教师范学院培养。经过三年的学
习，娃娃已能完整的演出三场戏。两年后，他们
将正式毕业，充实到茂腔演员队伍中。

@东篱鸿：今天潍坊下小雨，雨不大。今天
有个老家的熟人过来看病，是临镇的，给我带了
一桶花生油，一定要给我，我不缺这桶花生油，
但我知道拒绝不好，让人觉得不帮忙，真的很为
难。当我下午下班过去看他时，两口正在吃煎饼
卷鸡蛋和咸菜，心里很难受。朴实的人、朴实的
心、朴实的生活。愿他早日康复！

@冬建 2009：准备上 63 路公交车时遇上这
样一件事，一女乘客在车外问司机：“到百货大
楼吗？”那名男司机一个劲不耐烦地催其他乘
客：“快上，快上！”这名女乘客边上边说：“你和
我说说到不到不就行了，怎么问你还不说啊？”
司机这样回应：“那有站牌子，不会自己看啊？”
这要是外地乘客得多丢潍坊的脸啊！

日照莒县的王中华在潍坊坊子区一
工地打工半年，临近年关还有 8 万多元
无法讨回，身上只有 24 块 1 毛钱的他搬
进老板家中，“如果要不回，就在老板家
过年。”王中华这样告诉记者。(齐鲁晚
报·今日潍坊 C05 版)

时至年关，虽然政府部门出台多项
措施，帮助弱势的农民工讨要“回家过年
的工资”。但是，农民工讨薪问题像往年一
样，再次掀起讨薪大潮，成为了一座文明
城市中不和谐的音符。这些音符的受害
者，在潍坊每一座建筑、每一个最辛苦的
岗位上，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当他们为这座城市的美而付出后，

他们希望，能够带着属于他们的回报回
到老家的农村，过一个温馨的年。

大多数农民工明显缺乏自我维权意
识，在遭遇讨薪难时，他们通常习惯性地
采取最笨拙的方式——— 跟在老板后面，
也就是所谓的“讹人”。

这个办法或许有效，但是，面对越来
越精明的老板们，他们早就想好了金蝉
脱壳的应对之策。走法律程序，他们没有
这样的觉悟，或者有这样的觉悟，却找不
到门路，找到了门路，又被人撵走。所以，
作为舆论监督的媒体，才会接到众多农
民工兄弟的求助。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
面对如此众多的求助，媒体又能做什么，
帮到多少人呢？

我们能够看到，面对农民工讨薪的

法律法规并不少，有关部门也专门设立清
欠办等机构帮助农民工讨要工资。但是
在实际的运行当中，法律似乎变得有些
“疲软”，这一方面与农民工自身的文
化素质不高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在法
律执行中的“不够给力”。政府部门面
对讨薪急切的农民工，也应当耐下心
来，做到感同身受，成为作为弱势群体
农民工的真正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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