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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治欠薪，法律要当好农民工后盾
       年终岁末，农民工工
资问题再次受到关注，
陕西讨薪农民工三个馒
头吃一天的新闻，让许
多人为之心酸。日前，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
国务院令，公布《保障
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
这堪称治理欠薪顽症的
又一记重拳。
       应当说，农民工欠薪
的治理，国家一直高度
重视。早在 2006 年，国
务院就在出台的《关于
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
意见》，提出建立农民
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
此后，一系列政策和法
律接连出台。
       2011 年，刑法修正
案将“恶意欠薪”正式
列罪。2016 年，国务

院办公厅下发 1 号文件
《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
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
2019 年 9 月，国务院根
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
领导小组通报了 2018 年
度各省级政府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情
况。3 个考核等级为 C
级的有关省级政府负责
人受到约谈，等等。
       相比此前的诸多举
措，《条例》阶位更高，
将欠薪治理上升到行政
法规的高度。不仅如此，
《条例》总结了之前各
部门、各地区治理农民
工工资拖欠的成功经验，
将之集成化、系统化，
为根治欠薪编织了一张
更加细密的法治之网。
也正因此，《条例》有
着诸多让人眼前一亮的

地方。
       譬如，《条例》明确
规定，对违反规定拖欠
农民工工资逾期不支付
的，需向劳动者加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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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及时移送司法机
关追究刑事责任。这一
惩罚性赔偿的制度设计，
无疑大大增加了拖欠农
民工资的违法成本。
       《条例》将矛头对准
企业的同时，也“刀刃
向内”，严究监管的不
到位。《条例》规定，
政府投资项目政府投资
资金不到位拖欠农民工
工资的，必要时进行通
报、约谈地方政府负责
人。情节严重的，对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负责人、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
依规给予处分。对政府
部门工作人员在履行农
民工工资支付监督管理
职责过程中滥用职权、
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依法依规给予处分；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这改变了长期
以来，农民工工资拖欠
治理中的“有权无责”
现象，为相关部门和官
员依法履职，套上了法
律的笼头。
       类似的亮点还有不
少。可以说，《条例》
关于农民工欠薪治理的
种种创新制度设计以及
前瞻性安排，覆盖了从
工程项目立项，施工，
到工资发放，以及欠薪
维权等一系列环节。既

着眼于欠薪的事先防范，
强化考核，层层传导工
作压力，也确立了各部
门对于欠薪案件查处的
“快进模式”，向某些
地方对农民工欠薪问题
的高举轻放明确说不。
       随着《条例》即将正
式施行，农民工欠薪的
治理，法律无疑更加缜
密和完善了。不过，徒
法不足以自行，要让法
律要当好农民工后盾，
接下来，如何推动法律
在执行层面的落地，无
疑是关键。让农民工拿
到应得的报酬，不让他
们流汗又流泪，是一个
社会必须要守住的公平
正义底线。期待各个地
方和部门，能交出一个
让公众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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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字当先、以“快”
取胜的外卖平台是该让
外卖小哥“慢”起来了。
       一日三餐点外卖，
不想出门找代买，外卖
业的发展无疑便利了人
们的生活。但每一份准
时送达的背后，都有一
个外卖小哥在“争分夺
秒”。为赚取每单不足 5
元的配送费，无论风雨，
不管寒暑，他们不停地
往返于商家和客户之间。
据媒体报道，在受访时，
外卖骑手们表示最想“减
压”，希望成立行业协会。
       关心外卖小哥，就是
关心自己的“饭菜”。
当下，点外卖成为很多
人的生活习惯，尤其是
年轻人。作为一门职业，

外卖小哥用自己的速度
与服务诠释“职业内涵”，
用自己的体力与耐力获
取相对可观的经济收入。
       但是，商家扎堆接
单、50 分钟的送餐时间
商家出餐就用了 40 分钟、
顾客填错地址耽误时间、
实际距离远远大于导航
路线……外卖小哥需要
面对的不仅是风里来、
雨里去的辛苦，还有许
多“坑”。
       明明是因为顾客填
错了地址，却被打了差
评，而一个差评背后不
仅是此单白干还影响到
后续的考核，因为过于
强调速度而给外卖小哥
带来的内心的委屈、压
力、不被理解或比劳累

更令他们心酸。
       现行规则下，外卖小
哥成为交通安全的隐患。
用户是上帝，准时是生
命，好评是“加速度”，
外卖小哥在长期的工作
实践中练就成“小飞侠”。
于是，外卖送餐车辆的
闯红灯、走机动车道、
在非机动车道逆行、越
线停车、超速行驶等交
通违法问题愈发突出，
给本人及其他行人、车
辆的交通安全带来隐患。
       现行的规则或是“始
作俑者”，外卖平台对
外要参与同行业的竞争，
对内要管理外卖小哥，
形成的内部制度与规则
往往是“利”字当先、
以“快”取胜。

       “外卖小哥你慢些
起”，交警按下“慢进
键”。2017 年，深圳交
警局率先在全国搭建外
卖送餐车精细化管理平
台，要求外卖小哥不准
使用超标外卖送餐车、
不准冲红灯等“六不准”
的新标准，并建立骑车
人违法三级处罚机制，
进一步强化外卖送餐车
骑车人管理。
       2019 年，江苏扬州
市给存在交通违法行为
的“外卖小哥”戴“紧
箍咒”——交通违法 1 次，
将被停工 1 天。相关标
准和处罚无疑会起到一
定的“慢速作用”。
       重构规则，赋予外卖
小哥“慢的权利”。外

卖平台、外卖小哥、订
餐用户三者之间存在利
益关联，光有外卖小哥
“慢下来”是不够的，
因为他们必须适应利益
关联方的“快节奏”。
       就目前来看，外卖小
哥并不具备“慢的权利”，
即便有被动式的“慢”
也可能是暂时性效果。
外卖小哥“慢的权利”，
来自外卖平台的合理安
排与管理，来自订餐用
户的包容与理解，最关
键的，是来自该行业相
关规则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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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规则，赋予外卖小哥“慢的权利”

承包商跟医护勾结：救护车岂能成摇钱树
       据报道，去年初，一
封匿名举报信引起湖南
永州市新田县纪委监委
的关注，信中提到，新
田县人民医院自定救护
车收费标准、虚造出车
记录。经调查发现，该
院急救中心将自行来院
的病人改成救护车接诊，
套取绩效工资。2012 年
至 2018 年期间，共虚
造救护车出车记录 215
次，多核发医护人员绩
效奖和司机出车补助费
25039.2 元，涉及医护人
员 65 人。
       对此，县纪委监委要
求涉事医院做出深刻检
查，对其院长及多位医
护人员分别给出诫勉处
理、党内警告、政务警
告处分，还进行了资金

追缴、罚款、要求医院
整改等监察活动。
       一封举报信“端了一
窝硕鼠”。虽然涉及金
额不算大，但虚造救护
车出车记录骗钱的做法
也是“薅公家的羊毛”。
针对此举，当地有关部
门的处理由点及面——
既有追责到人，也有资
金追缴、罚款、要求整
改等，体现了执纪执法
从严的姿态。
       复盘这起“医护人员
与承包商勾结案”，不
少教训仍值得吸取、反
思。这起案件之所以能
发展成为一起“蠹虫案”，
源于涉事医院从一开始
就走了弯路。
       2014 年，原国家卫
计委公布的《院前医疗

急救管理办法》明确规
定，院前医疗急救是政
府举办的公益性事业。
作为公益项目，公立医
院的救护车本不应被承
包出去：因为其公益属
性决定了其不以盈利为
目的，而承包通常是为
逐利而来，二者之间存
在本质冲突。
       这起案例就对此作
了注解：从 2010 年开始，
该院就将急救中心救护
车承包给了社会人士郑
某。从考核方式来说，
涉事医院按里程数支付
车费给郑某，按出车次
数给医护人员发绩效。
也就是说，在这种按量
计发绩效或补助的背景
下，救护车司机和医护
人员开展院前急救的次

数越多，得到的报酬就
越多。
       这让承包人郑某和
部分医护人员形成了利
益共同体，虚造出车记
录会让其共同受益。而
利益共同体一旦形成，
监督者就可能变成同谋。
该院这方面的问题最终
被匿名举报信揭露，背
后有无利益共同体内部
的相互遮掩，值得追问。
       目前，县纪委监委对
涉事医院已经进行了处
理，并责成当地卫健局
对救护车外包的问题进
行整改。将整改箭头对
准救护车被私人承包乱
象，也算是有的放矢。
       事实上，“医疗机构
将救护车外包”的现象，
理应引起各地的警惕。

近年来，不少地方都曾
爆出救护车随意收费、
“患者没坐救护车却被
收费用”的新闻，乱象
背后是否有“救护车外
包”这一根源的存在，
当被审视。
       救护车不能成“摇钱
树”。如今，包括福建、
重庆在内的不少省市都
曾出台规定，明确规定
严禁将救护车承包给任
何单位和个人。其他地
方也不妨对此加以借鉴：
切断救护车承包之路，
本质上也是从产权与使
用权角度堵住其逐利化
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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