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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又迎讨薪高峰期

““清清欠欠办办””隐隐姓姓埋埋名名仍仍给给力力
本报记者 苗华茂

“清欠办”合并到“信访办” 原职能不变但力度更强
29日，烟台市住建局信访

办的屋子里，电话铃声每隔几

分钟就会响起。几位负责接待

及记录建筑工讨要工资的工作

人员正忙着整理刚刚接到的投

诉材料。“今天共接了6个电话，

都是反映拖欠工资问题的，由

于很多事实我们无法做出判

断，更不能直接裁定，所以只能

先记录下来。”原“清欠办”负责

人陈伟跟记者说。

据他介绍，早在2004年，国

家曾下发通知要求在三年的时

间里，彻底解决建设领域拖欠

工程款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全

国各地纷纷开始筹建“清欠办”

这一机构，原烟台市建设局也
于当年成立了该机构。

大约在三个月前，为了能

够更好地完成“清欠”工作，市

住建局将原“清欠办”合并到

了“信访办”里，原来的人员未
动，职能未调整，由一位副处

级的领导直接负责管理，力度

比以前更大了。

建筑企业都交了“工资保证金” 败诉仍不还钱可以直接扣
陈伟告诉记者，“清欠”这

项工作，远远不是住建局一个

部门所能解决得了的。例如，

讨薪者是否与用人单位签定

了劳动合同，具体欠了多少

钱，为何会拖欠工资等等问
题，都需要劳动部门去核实，

只有在劳动仲裁或者法院判

决后，住建部门才能对建筑企
业执行行业管理。

那欠薪的企业败诉了，住

建部门又如何能保证讨薪成功

呢？陈伟说，建筑企业在开工

前，都向住建部门交了“农民工

工资保证金”，金额为工程总造

价的6%，该项资金交由财政统

一管理。农民工遇到企业拖欠

工资的情况后，可以向劳动仲

裁或者法院申诉，如果企业败

诉了，住建部门将责令建筑企
业清还农民工工资，如果拒不

清还的，住建部门将启动相关

程序，从保证金中扣除。

陈伟说，除此之外住建部
门还有规定，凡是发生拖欠问
题的一律由总包企业先行垫

付；解决工资不力、措施不当

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住建部

门将记录企业不良行为，暂停

招投标资格，并在资质年度考

核中给予降级、延期等处罚，

外地进烟施工企业立即清出

烟台建筑市场，不允许其在烟

台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承接新

工程。

芝罘为农民工讨薪近千万元 工资直接发放到手中
采访时记者了解到，目前

住建部门采取的是属地管理

制，既工程由谁主管，讨薪就由

谁负责。具体说就是，工程是市

住建局管理的，遇到拖欠工资

的问题就可以到市住建局投

诉，如果工程是由县市区管理

的，讨薪就要到县市区住建部
门解决。

那各县市区现在解决拖欠

农民工工资的情况又是如何

呢？29日，记者从芝罘区有关部
门了解到，今年以来，该区住建

局、公安分局、劳动监察大队、

总工会等单位，对辖区内在建

工地进行了拉网式排查，他们

根据实际情况抽查了现场工人

的花名册、劳动合同、工资表等

情况，要求各施工企业及时发

放工人工资，使农民工按时拿

到工资，及时返乡过节，确保农

民工工资发放落到实处。

在发放讨回的工资时，该

区采取了直接发放到农民工

手中的方式，不允许“包工头”

接触的钱，以保证农民工能足

额领到所欠的薪金。截止目

前，该区“清欠办”已累计接待

处理农民工欠薪投诉上访29

起，为1000余名农民工追讨工

资950 . 3万元。

而在烟台福山区，住建部门

也一直在加大整治拖欠农民工

工资现象的力度。对于恶意拖欠

农民工工资的建设单位、施工总

承包单位、劳务分包单位进行通

报批评乃至清出福山市场。截止

目前，该区共受理并处结清欠案

件77起，追讨金额1912万元。

网络词汇现身小学生作文
老师对此褒贬不一

本报12月29日讯(见习

记者 梁莹莹) “杯具，做

作业做到晚上八点半”、“偶

是打酱油的”……这都出现

在小学生日记中的句子。随

着网络的普及，小学生上网

聊天、看帖子的时间越来越

多，网络用语慢慢地渗透进

他们的语言中，甚至出现在

他们的日记和作文中。对此，

有的老师觉得学生的网络用

语只要用的贴切，就应该持

包容态度接纳，有的老师则

认为网络用语对规范使用语

言有害无益。

28日，记者在莱山区实验

小学、北马路小学、毓璜顶小

学做了一个调查，随机抽取高
年级的小学生，让他们说出几

个常用的网络用语。结果，大

部分小学生都能说出两三个，

有的学生能说出四五个，比如

“狂晕”、“囧”、“菜鸟”、“奥特

曼(out man)”、“雷人”、“躲猫

猫”、“神马”、“拍砖”、“稀饭(喜

欢)”等。

“同学之间写纸条或者

同学录的时候都会用网络上

的词语，比如称呼自己为偶，

同学写成童鞋等等。”莱山区

实验小学五年级的王翠平告
诉记者，有些网络用语他们

也不明白含义，只是觉得好

玩，喜欢口语表达，慢慢地就

习惯性的运用到写作中，当

记者问到“神马”的含义时，

她思考一下，说到“是神奇的

马吧？”

对于学生写作中出现的

网络热词，北马路小学语文组

的崔主任认为，高年级有些很

聪明的学生本身语文功底就

比较扎实，如果在他们的作文

和日记中出现一两句这样很

“给力”的时尚用语，老师也会

觉得很诙谐、很幽默。

莱山区实验小学的吕老

师表示，小学生日记中出现网

络用语的例子还是少数，一个
50多人的班级中有五六个学

生会在作文和日记中出现网

络热词，大部分学生的日记和

作文还是中规中矩。

有的学生在日记中用到

了网络词语，老师就会问问

这个词语是什么意思，让学

生发表见解，通过举一反三，

学生可以开阔思路，丰富他

们的词汇，“如果这个词语用

的贴切，学生也明白其中的

意思，我还是很喜欢学生用

一些网络新词。”吕老师说，

只要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词

语，含义具有正面性，她都赞

成学生使用。

但对于小学生使用网络

热词，有的老师也提出了反

对意见。“我不赞成小学生使

用一些网络词语，因为他们

的语言体系还不完备，没有

自我辨别的能力，只是一味

的模仿，对于规范使用语言

是有害无益的。”北马路小学

四年级李老师认为，网络用

语不符合语法习惯，最怕学

生生搬硬套，所以应该积极

引导学生从网络用语走向规

范用语。

眼下年关将至，农民工讨

薪又到了一个高峰期，与往年

不同的是，最近烟台的一些建

筑工人在讨薪时却怎么也找

不到“清欠办”了。这个机构难

道是取消了？还是改由别的部

门负责了？29日，记者在接到

诸多求助电话后，赶到烟台市

住建局对此进行了采访。

住建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如果农民工遭遇工资拖欠的

情况，可拨打各县市区建设部门的投诉电话要求解决。

格相关链接

遭遇工资拖欠可打投诉电话

芝罘区 6225744，

莱山区 6886302，

牟平区 4322029，

福山区 6307275，

开发区 6393035，

莱阳市 7221299，

莱州市 2211564，

海阳市 3223653，

龙口市 8546102，

蓬莱市 5631291，

栖霞市 5212866，

招远市 8112017，

高新区 6922071，

长岛县 3212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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