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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初，又到了农民工讨
薪纠纷的高发时段。其实，此时
不仅仅有我们的湖南讨薪律师团
在为帮助农民工而奔走，全国各地
都把帮助农民工拿到合法所得、
让他们回家过个好年放在了工作
的首要位置：农民工维权工作站
陆续成立，各部门纷纷开通农民
工“讨薪热线”、“维权绿色通道”；
就连海南的边防官兵也都纷纷上
阵，一个月内便帮助农民工讨薪
700 余万元……

曾有人说，这些看似不起眼
的农民工才是城市真正的主人：

他们清扫街道，搭建高楼大厦，
修桥铺路、维修设施……他们活
跃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里。因而，
帮助农民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这早已是全社会的共识。

我们欣慰于湖南“讨薪律师
团”的出现，也真心希望农民工
在维护自身权益时的“法宝”和
倚仗能够越来越多——但更准确
地说，我们最期待的是农民工不
再以弱势群体的姿态出现：他们
能够安心用勤劳双手创造幸福生
活，再无需为要不到的工钱而奔
波落泪。

湖南讨薪律师团：让农民工开心过年

除了律师，秦希燕还有一个
身 份 是 全 国 人 大 代 表。2011 年，
他便就“恶意欠薪”问题向全国
人大建议增设“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罪”，并被采纳写进了《刑法修
正案（八）》。

“好在，如今农民工被欠薪的
现象正在减少。”秦希燕认为，这
一方面得益于政府加大了对欠薪
行为的打击力度，另一方面也因
为农民工自身维权意识的增强。

但与此同时，个案的难度却
越来越大。2012 年 2 月，讨薪律
师团与农民工一起前往湖南某公
司讨薪，结果一进门就受到该公
司 职 员 的 阻 挠， 差 点 发 生 冲 突，
律师们甚至被对方说成是“恶意
讨薪”。秦希燕马上进行沟通，并
把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利害关系及
相关法律政策告知对方。但该公
司仍试图以各自理由否认欠薪的
事实，拒绝支付工资。在律师团
的努力下，欠薪单位在凌晨 4 时
才将拖欠的 4.5 万元工资亲手交付
给农民工，并向农民工及讨薪律
师团道歉。

“对于这样的企业，律师团需

秦希燕：倒贴钱帮农民工讨薪，有人说我是“傻子”

黄军良，唐娟……这只不过是
讨薪律师团所帮助过的 2 万名农民
工中的极小一部分。“一到春节前，
来律师事务所的农民工每天都有
40 多批。”如今，又到了秦希燕和
他的团队最忙的时候。大叠情况说
明堆在桌上，前来寻求帮助的农民
工一波又一波，大家七嘴八舌，你
一句我一句，有时候都不知道从哪
儿听起；往往这个案件没有处理完，
又有另外一群从外省赶来的农民工
来求律师“做主”……这样的忙碌，
秦希燕和他团队的律师们早已习
惯。

“我自己是农民出身，便懂得
农民维权之难。”之所以成立免费

讨薪律师团，“团长”秦希燕感慨
颇多。

2003 年年底，大批被欠薪的
农民工来到秦希燕的律师事务所
寻求帮助。风里来雨里去，辛辛苦
苦工作了一年，却拿不到本该属于
自己的工钱，眼见年关将近，他们
更是心急如焚。

“农民工是淳朴的，他们大多
数人都不奢求多拿，只希望要回应
得的。但很多情况下他们又不知道
如何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以
近年来，农民工为了讨薪而做出了
许多偏激的行动，下跪、拉横幅，
甚至跳楼、自焚。很多人不理解，
认为为了一点钱不至于。但对于农
民工来说，这看起来不多的钱，却
是他们孩子的学费，父母的治病钱，
是妻子手里的柴米油盐。”秦希燕
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自己当
初之所以干律师这一行，就是希望
能够伸张正义，“面对不公，律师
本就应该挺身而出。”

此后，秦希燕联合律师事务
所便率先在湖南长沙成立了全国首
家“为农民工讨薪律师免费服务
团”。自此，从每年的 12 月开始，
他们便会开展为期两个月的专项服
务活动——为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免
费讨薪。

在讨薪律师团成立之初，律师

事务所一次拿出了 20 万元，设立
多部 24 小时热线服务电话，在湖
南、北京等地免费为农民工提供法
律服务。同时，律师团还承诺：凡
涉及农民工讨薪的案件一律优先
受理，对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
的案件一律当天受理，并当天指派
律师、当天讨薪；重大案件由律师
团团长秦希燕亲自受理。

听闻有律师愿意免费为自己维
权，不少外地的农民工都慕名而来。

“我们除了要免费提供法律咨询、
免费代理案件外，有时还要向农民
工提供盒饭。”秦希燕说，尽管律
师提供帮助是免费的，但农民工本
身也要花车费、食宿费，这让本就
没拿到工钱的他们更是囊中羞涩。
为此，秦希燕律师事务所每年都
拿出 20 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
农民工讨薪。到了 2014 年，这一
专项资金提高到了40 万元。

“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我们的
做法。”秦希燕笑言，不少人说他
们是“傻子”，每年拿出那么多时
间和金钱去为不认识的人讨薪。但
秦希燕并不放在心里，他觉得，律
师事务所牺牲的只是眼前利益，但
从长远利益来看，律师团在做的是
一项公益事业。“追求正义，尽到
自己的社会责任，这种价值远远超
出经济利益。”秦希燕说。

讨薪律师团中有巾帼
从 2003 年年底到如今，一路

艰辛，讨薪律师团的成员也逐步增
加到了40 人，其中女律师就有十
多名。她们有的给农民工提供免费
法律咨询，有的负责与欠薪单位沟
通或发送律师函、收集证据、整
理文书、与有关部门交涉，有人甚
至前往欠薪单位调查、讨薪……她
们也成为了律师团队中别具一格的
巾帼风景线。

参与到讨薪律师团中，王娟、

陈湘等女律师都是自愿的。王娟说：
“一些企业以为欠薪事小，但对于

农民工兄弟来说，这却是天大的大
事。因为要不回血汗钱，就没法撑
起一个家。”

“帮农民工讨薪的时候，有人甚
至绝望地说：‘要不到工钱就只能跳
楼’。”每每听到这样的话，女律师陈
湘也特别不好受。“所以，我希望通
过帮助农民工讨薪，让更多的人知
法、守法、懂法、用法。虽然在讨

薪过程中，有人讲理、有人蛮横，甚
至有人以为我们是女性就好欺负。
但我是个律师，掌握了法律的武器，
吓唬我只会让我更加强大！”

在讨薪律师团所有成员的努力
下，12 年来，他们已为来自北京、
广东、重庆、江西、湖南、湖北等
省市的农民工提供免费法律服务
近 2 万人次，讨回工资 2.1 亿 元，
并阻止了 30 多例因讨薪引起的农
民工自杀、跳楼等极端行为。

欠薪现象减少，个案难度却在增加

■律师支招

如何向“讨薪律师团”求助
其实我国已经有相关法律

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但农
民工权益被侵犯的事情还在屡
屡发生。对此，讨薪律师团首
席律师秦希燕认为，由于大部
分农民工的法律意识、维权意
识不强，就业途径单一，主要
靠亲友介绍找工作，在就业时
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仅口头约定工资、报酬的情况大
量存在，一旦发生工资被拖欠，
甚至连拖欠工资的主体都不清
楚，不利于依法维权。在拖欠
行为比较突出的行业，大部分
用工单位没有按月足额向农民
工发放工资，农民工也没有及
时收集证据的法律意识，有时
连一张欠条或者结算单都没有，
合法权益难以保障。

因此，讨薪律师团的律师

们也建议，为了避免在被欠薪
时遭遇维权难，农民工在选择
就业时首先就应当要求用人单
位与其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明
确约定工资发放、社会保险、福
利等事项。其次，在就业过程
中应当要求用人单位按月发放
工资，一旦发生工资被拖欠的
行为，就应当及时收集相关证
据，包括工资单、上岗证、工作
证等，并应当要求欠薪单位出具
书面的欠条，签字盖章。最后，
一旦发生纠纷，农民工也应当依
法维权、理性维权，可寻求律
师的帮助，也可以向劳动部门投
诉。

如 果 您 需 要 维 权， 也 可
拨 打 湖 南 讨 薪 律 师团 热 线电
话：0731-84150066，0731- 
84155918。

■农民工维权有“法宝”

河南：“宝典”在手，维权不愁
为了帮助和指导农民工快

速、依法理性维权， 1 月 23 日，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举办了《农
民工维权宝典》一书首发仪式，
这也是全国法院首部为农民工
创作的维权漫画作品。

这部“宝典”与成年人手掌
大小一致，方便随身携带。内
容共分七个部分，包括如何签

订劳动合同、建设施工领域的
工资如何支付、农民工讨薪维
权途径等，由法院系统优秀法
官以及法学专家共同编撰完成。
不仅内容简洁，紧贴农民工实
际需求，且配有大量漫画，阅
读起来轻松愉快。

（据《河南日报》、《安阳晚
报》）

青岛：农民工讨薪可拨热线“求援”
青岛市司法局从今年 1 月起

启动了“年末农民工讨薪法律援
助”专项维权行动，农民工只
需拨打一个电话，便可实现快速

“求援”。
该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有

关负责人说，目前，中心已为农
民工开通了法律援助绿色通道，

对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实行简
化手续、急事快办，确保“当日
受理、当日审批、当日指派”；
对农民工因工伤赔偿、讨要工
资申请法律援助的，免予经济
状况审查，对重大、群体性农
民工讨薪案，可先予受理后补
办相关手续。 （据《青岛日报》）

■编后

秦希燕

在讨薪律师团的帮助下，黄军良等农民工终于拿到了被拖欠一年之久的工钱。

( 上接 A04 版 )

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秦希
燕表示，律师事务所也是一个自
负盈亏的机构，为农民工免费讨
薪完全是自费行为，不仅势单力
薄，也很难形成长期效应。为此，
秦希燕也呼吁：“维护农民工的合
法权益是全社会的责任，政府职
能部门一方面应当进一步加大对

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的打击力度，
同时也应加大普法宣传力度，进
一步提高农民工的法律意识；此
外，还应当加强对书面劳动合同
签订情况的监管和执法检查力度，
督促用人单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
合同、及时足额地发放工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