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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讨薪律师团：让农民工开心过年
12 年，他们免费为 2 万农民工成功讨薪 2.1 亿元——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诗韵   图：受访者提供 
“今天下午，在相关部门及讨薪律师团的督促下，湘达公司将之前拒付的 9 万余元工资支付到位，农民工

兄弟终于可以开开心心过个好年了！”2 月 3 日，湖南律师秦希燕在自己的微博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至此，
邵阳农民工黄军良等人终于拿到了被拖欠长达 1 年的共 23 万元工钱。

春节临近，年味儿也越来越浓。虽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但这话对于被欠薪的农民工们来说却并不现实：
一年风吹日晒辛苦干活，工资却被以各种理由拖欠，甚至拒付；故乡的一家老小望眼欲穿，仍盼不来一个丰实
的新年。

“农民工是淳朴的，他们只想拿到自己应得的工钱。但由于不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很多农民工的讨薪行
为往往比较盲目，也容易被情绪所左右，甚至出现跳楼等极端行为。”也正因如此，秦希燕于 2003 年率先在
湖南长沙成立全国首家“为农民工讨工资律师免费服务团”（以下简称“讨薪律师团”）。每到年末，他便带领
着律师事务所的 40 名志愿律师一起，免费为农民工提供讨薪专项法律服务。

据不完全统计，12 年来，以秦希燕为首的讨薪律师团已为来自中国各地近 2 万人次的农民工讨回工资超
过 2.1 亿元，防止农民工因讨薪无门而自杀的事件数十起。

听着唐娟的哭诉，讨薪律
师团在同情的同时，却也发现，
除了刘毅曾经口头告诉妻子被
拖欠工钱的事和一张刘毅自己
所做的薪资结算表外，再没有
任何欠薪单位认可的欠薪证
据。

被欠薪的当事人逝世，又
没有有利的证据——这桩讨薪
案的难度可想而知。经过一番
商讨，“团长”秦希燕决定派出
多名骨干律师负责这桩案件。

为了找到马立江，1 月 17
日，洪志强和同事们带着唐娟
等人来到吉首市，几经辗转，
最后才通过吉凤公安分局联系
到了他。

结果，话还没说两句，激
动的唐娟和一些被欠薪的农民
工便与马立江闹得不可开交。

“马立江态度蛮横，见了我们
和律师，不仅没有一句好话，
反而说我不该带律师找他，还
指责我老公没把事情做好，欠
的工资还不够抵扣质保金。我
一听这话，当时就气得头晕。”
唐娟说。

无奈，律师们只得一边给
唐娟等人做工作，平静其情绪，
另一边则抓紧向马立江说明拖
欠工资的法律后果，并向其索
证，确定欠薪确有其事。经过
律师长时间的沟通，马立江才

承认了欠薪一事，但他不断解
释，称欠薪是因为工人们工作
做得不好，所以要扣他们 20
万元的质保金。对此，律师们
告诉马立江，根据我国法律规
定，工程质量好坏应由“包工
头”负责，工人只负责完成工
程。“也正因如此，农民工通
过自己的劳动获得相应的报酬
是合法的，马立江扣减农民工
工资没有依据。而且，倘若马
立江以工程质量不好为由拒付
工钱，则可以依法追究其刑事
责任。”唐志说。

最终，在讨薪律师们和湘
西州公安局吉凤公安分局负责
人的协调下，马立江同意对拖
欠款项进行核对，并核算出尚
需支付 37 万余元工资款。最后，
马立江在结算单上签字确认。

有了证据就好办事。随后，
律师们带着唐娟等人前往马立
江所在的某安装公司。但该安
装公司并不认可马立江的结算
单，经向当地劳动部门投诉后，
该公司才将拖欠的全部工资支
付到位。

拿着这迟来的 37 万余元
工资，不仅在场的农民工如释
重负，唐娟更是泪如雨下：“刘
毅，你的辛苦钱要回来了，你
看到了吗？”

（下转 A05 版）

“你再来要，小心我打你！”
“我凭什么给你！”
“我就是不给，你能把我怎么

样？”
“要钱没有，我的命给你，你拿

去！”
自从 2003 年成立讨薪律师团以

来，“老赖”们的“赖账语录”，秦
希燕闭着眼睛都能说出一大堆；而

“老赖们”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理由和
方式也可谓花样百出。为此，秦希燕
还特意总结了一番：一“凶”、二“躲”、
三“赖”。

“那个湖南湘达路桥建设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湘达公司）就好凶咧！”
来自邵阳的农民工黄军良和他的 20
名老乡们，就因为去该公司讨薪不
成反被打，只得万般委屈地找到秦
希燕，希望律师为他们“做主”。

原来，从 2013 年 7 月开始，黄
军良便和老乡们一起在湘达公司的
某项工程里做工。2013 年 12 月，工
程完工，但公司与“包工头”刘华（化
名）结算后却拒不付钱，其中农民
工工资就有 33 万多元没有支付。

2014 年 1 月 23 日，眼见春节将
至，但大家伙儿的工钱却还没着落，
更何况，被欠薪的人里还有癌症晚
期病人。黄军良和老乡们一 合 计，
便在刘华的带领下一起去湘达公司
讨薪。但等了一整天，湘达公司却
无人接待。无奈之下，农民工们关
掉了湘达公司的电闸。

“结果公司的董事长杨雪辉指使
员工把我们打了一顿，我的老父亲
还被打进了医院。”黄军良只得报警，
最后在长沙市劳动监察支队的帮助
下，总算从湘达公司讨回了10 万元工

资，但剩下的 23 万元却没了下文。
春节一过，黄军良和老乡们再

次赶到长沙讨要工资，但湘达公司
已经人去楼空。2014 年 4 月，大家
伙儿费尽周折，才找到了湘达公司
新的办公地点。但让黄军良等人没
想到的是，湘达公司却叫来一群社
会青年围殴他们，致使多名农民工
受伤住院，伤情最严重的刘华住院
半个多月。即便这样，湘达公司仍
拒不支付工资，甚至威胁农民工们“再
敢来要钱，见一次打一次”！

为了讨回这 5 个月的工资，黄军
良等人可谓“跑断了腿”，“来长沙的
次数多得都记不清了，多的时候一
个月要来四五次”。但奔波了近一年，
事情仍没有进展。万般无奈，2014
年 12 月，黄军良和老乡们慕名向讨
薪律师团求助。

邵阳农民工：为 5 个月工资奔走一年，数次被打

听了黄军良等人的遭遇，讨薪
律师团立刻决定接手 ：“我们了解他
们的案情后，发现这个案子很复杂、
也很典型。如果没有律师帮忙，他
们很难要回工资。”

秦希 燕说，越是 强硬的企业，
越是要走法律途径才能有所突破。
于是，之后的几天时间，讨薪律师
团便开始研究黄军良等农民工手中
掌握的湘达公司欠薪的证据。

收条、签字、录音……在与多
名农民工一一沟通后，讨薪律师团
发现，农民工手上竟然还真有一张被
人为篡改过的收条。

“当时我们去找湘达公司要工
钱，他们却说钱已经付给了包工头
刘 华， 要 我 们 去 找 他 要。 但 实 际
上，他们根本就没给刘华钱，而是
拿的假收条欺骗我们。”黄军良说，
刘华曾收到过湘达公司发放给工人
的 1500 元伙食费，但由于收 条上

的“1500 元”为小写的阿拉伯数字，
湘达公司委托的项目经理刘劲梅在

“1500”前面加了个“28”，直接 变
成刘华收到了 281500 元的工资款，
意图蒙混过关。如今，刘劲梅早已
不知所踪。

发现这一情况后，秦希燕便一
方面向劳动监察局申请字迹鉴定，
另一方面，他和其他律师也着手向
湘达公司现场施工责任人任冬华求
证。结果任冬华证实 ：“所谓的 28
万元的收条是 假的，我当时在场，
刘华写收条时写的确实是 1500 元，
根本没有所谓的 281500 元，因为压
根还没到结算工资的时候。”

“按照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建
设部 2004 年出台的《建设领域农民
工工资支付暂行办法》以及国务院
出台的相关规定，企业应该将工资
直接发放给农民工本人，严禁发放
给“包工头”；工程总承包企业直接

承担清偿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的责
任。”秦希燕说，“这意味着即使收条
是真的，也不符合法律规定，因为
企业必须将工资直接支付给农民工
本人，而不是发给‘包工头’。所以，
湘达公司仍要立即向农民工本人支
付被拖欠的工资。”

2014 年 12 月 18 日，秦 希 燕 再
一次带领讨薪律师团，并联合长沙
市劳动监察支队、天心区政府维稳
办、天心区公安分局等相关负责人
为农民工讨薪，先后 15 次致电湘达
公司董事长杨雪辉，湘达公司才于
今年的 1月8日支付了13.8万元工资。
又经过多番努力，到了 2 月 3 日，湘
达公司最终将之前拒付的 9 万余元
工资支付到位。

“走，回家 过年！”拿到了钱，
黄军良长舒了一口气，“今年这个年会
过得宽裕点了，‘讨薪律师团’真是
我们农民工的‘暖心团’！”

律师团：我们敢于同蛮横企业“叫板”

浏阳农妇：
“请为我的亡夫讨回血汗钱”
与蛮横企业叫板，遭受各

种威胁，讨薪律师团的律师们
对此早已见怪不怪。“我们享
受着在经历各种艰难与阻碍
后，能让农民工拿回辛苦钱的
喜悦。”讨薪律师团的律师唐
志说，尽管讨薪是场硬仗，但
律师们却喜欢迎难而上。他印
象最深刻的，就是为一名连欠
条都没有的浏阳农妇的亡夫成
功讨薪。

 “我的丈夫去世了，可‘包
工头’拖欠他的工资至今都没
有给，请帮帮我吧。”2014 年
1 月 7 日，律师事务所还没有
上班，40 多岁的浏阳农妇唐娟

（化名）便带着一双儿女，早
早等候在了门前。

妻子为亡夫讨薪，这让唐
志吃了一惊，他也感叹：“人
都死了，钱居然还未结清，这
样的企业真是无良。”

原 来， 自 2005 年 起， 唐
娟的丈夫刘毅（化名）便带领
一群农民工在“包工头”马立
江 承 包 的 工 地 上 做 事。 截 止
2010 年 3 月 20 日，马立江共
计拖欠刘毅及其手下农民工工
资款 27.2 万元。但马立江并没
有及时支付这笔工资，而是打
了欠条。

2011 年 12 月， 当 刘 毅 再
次向马立江讨要被拖欠的工资
时，马立江却诉起了苦，讲述
了自己的诸多难处，并要求推
迟结清工资。尽管百般不愿，
但刘毅最终还是表示了理解，
同意延期支付。

之后，为了讨生活，刘毅

再次组织了 30 余位农民工在马
立江负责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吉首市的工地上做事，马
立江还承诺不会像以前一样拖
欠工资。然而，2012 年年底工
程完工，马立江却再次失信了。

一方是言而无信的“包工
头”，一方却是跟着自己风里
来雨里去苦干了一年的农民工
兄弟，夹在中间的刘毅只得东
拼西凑，先行垫付了一部分工
资给工人们，好让他们回家过
年。但面对自己的女儿，刘毅
却只能说：“乖，爸爸明年再
送你礼物。”

“他总觉得亏欠了我和孩
子，他有苦难言。”丈夫的苦，
唐娟看在眼里，内心也是酸楚
万分，“从这一年后，他变得
越来越不爱说话，一直在外面
务工，很少回家。”

2013 年 9 月末，刘毅感到
身体不舒服，便前往浏阳市人
民医院检查，结果被确诊为肝
癌晚期。得知这一噩耗，刘毅
并没有第一时间将这个消息告
诉父母妻儿，而是悄悄地联系
了身在株洲的妹妹，同时告知
妹妹，马立江还拖欠了自己一
笔工钱。后来，刘毅入院治疗，
遭受病痛折磨的同时，他还要
支付高昂的治疗费用。万般无
奈，刘毅多次致电马立江讨要

“救命钱”。
尽管刘毅苦苦哀求，但马

立江却始终没有还钱，甚至再
也没有露过面。3 个月后，刘
毅病逝。他临终前留下遗言，
嘱托妻子一定要讨回工钱。

律师团：
晓之以情动之以“法”， 讨薪有讲究

不少拿到工钱的农民工都会为讨薪律师团送来锦旗以示感谢。而讨薪
律师团里还有十多名女律师，她们同样在为维护农民工权益而奔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