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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治理欠薪“顽疾”

一、热点概述

岁末年初是农民工工资结算高峰期，也是欠薪问题易发高发期。为了让广大农民工顺利拿到工资、

高高兴兴回家过年，各地区各部门加速开展“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持续加大工作力度，围绕根治

欠薪工作展开全面排查、分类施策，用心、用力、用情确保农民工安“薪”过节。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1）“多亏了法律援助，终于拿到被拖欠的两个月工资，剩余的工资过年前也能拿到。”江西省

南昌县某物业公司前员工胡女士告诉笔者，她和 19 名工友被公司拖欠 4 个月工资共计 25 万余元，此前

由于相关证据材料不够充分，多方投诉无果。南昌县法律援助中心充分发挥“监察+仲裁+工会+法援”

劳动者维权联动对接机制作用，多方协调下，近日该公司向胡女士等人支付了两个多月被拖欠的工资，

并承诺在 2024 年春节前全部付清。

2.道理论证：

（1）我国有农民工数量近 3 亿人，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和辛勤付出支撑起一个个幸福的家庭。临近

年关，大家都期待着一年的辛苦劳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报酬，并带着这份努力与收获和家人团聚。正因

如此，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保障他们的工资按时足额支付，不仅事关广大农民工切身利益，更关

乎万千家庭冷暖，关乎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坚决杜绝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现象，严惩恶意欠薪，

不仅是法律法规的要求，也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2）民生问题，是百姓的基本生计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增进民生福祉是发

展的根本目的。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人

为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提高生活水平，重点关心弱势群体。

3.危害分析：

（1）损害农民工的权益……

（2）损害企业形象和声誉……

（3）损害社会公平和正义……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近年来，我国农民工欠薪治理力度不断加强，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欠薪高发多发的现象得到明显

遏制。但是，一些地方仍存在实名制管理不规范、劳动合同与口头约定“两本账”、工程结算纠纷、工

程款拨付慢等情况。劳资纠纷时间长成为困扰劳动者维权的一大难题。对此，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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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热点现象类）——答题结构【点题/破题-危害--措施--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过去年关将至，有关农民工讨薪的新闻便会便层出不穷。随着我国相关法律制度不断完善，以及诚

信体系的建立，近些年来的此类现象较以往有所减少，这是跨跃性的进步，值得点赞。但是仍然残存的

此类现象也会继续对各方面带来危害：

第二步——危害分析：

其一，损害农民工的权益。欠薪行为侵犯了他们的合法权益，使他们无法享受应有的劳动成果；欠

薪导致农民工无法支撑生活、无法供养家庭，甚至可能陷入贫困……

其二，损害企业形象和声誉。雇主的欠薪行为可能导致公众对企业的不信任，降低企业的市场竞争

力；除此之外，欠薪的违法行为可能使雇主面临法律诉讼和处罚，导致企业的经济损失，如信用受损、

供应链中断等……

其三，损害社会公平和正义。欠薪可能引发农民工的不满和抗议，甚至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加

大；欠薪违反劳动合同，违反诚信原则，降低农民对社会的信任感和安全感，影响社会诚信体系的建

立……

第三步——过渡：

解决欠农民工薪资问题对于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稳定、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构建

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应共同努力，确保农民工按时足额获得劳动报酬，维

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第四步——措施建议：

首先，平时要“护薪”。学习四川成都高新区探索建立的“智慧根治农民工欠薪监管系统”，能对

发薪延迟等异常情况及时提醒，发挥预警功能；借鉴河北在 5799 个在建工程项目建立的“农民工工资

维权中心”，出现纠纷后能在第一时间开展风险化解和问题处置，提升维权服务的便捷性和时效性……

其次，事发要“讨薪”。构建“信、访、网、电”多渠道维权投诉体系，让维权渠道更加明朗；加

大体系渠道的宣介力度、提升服务精度，让农民工对各类政策一目了然、熟悉并能顺畅使用各类方式维

权上下功夫；提供法律援助帮助农民工合理讨薪……

最后，“欠薪”要根治。劳动监察部门应加强对企业的监管，政府也应加强对劳动监察部门的监管；

加强对企业的宣传教育和法律普及，提高企业责任意识，促使企业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及时支付工资，

并加强内部管理，建立健全的薪酬支付制度……

第五步——结尾：

治理欠薪“顽疾”的成效怎么样，关键要问问农民工朋友的实际感受。向制度要长效，不断扎紧扎

实制度的篱笆，同时强化责任、狠抓落实，才能将各方面的努力切实转化为农民工朋友的获得感。维护

“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提升他们的幸福感和安全感，一起更加稳健地走向共同富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