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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太斗 绘

□ 张英东

治理欠薪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需
要加强部门联动、齐抓共管，出实招、出
硬招。近日，我市出台“六个提升”20条
措施，规范农民工工资支付，推动根治
欠薪长效机制落地落实。这一政策的
出台，无疑是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有力
保障，也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积极维
护。

措施中规定，建设单位应按工程施
工合同约定的人工费用数额或者占工程
款比例，于每月10日前将人工费用拨付
至项目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这一措施
直接针对了农民工工资支付过程中的关
键环节。

过去，由于支付流程的不规范，农
民工往往需要等待很长时间才能拿到

工资，有时甚至会出现工资被长期拖欠
的情况。如今，通过设立专用账户，可以
确保农民工工资与工程款项分离，避免
因工程款问题影响农民工的工资发放。

这20条措施中，还包括了对工资支
付的监管和惩罚机制，对于增强建设单
位的责任感和遵纪守法意识具有重要
作用。通过严格的监管和必要的惩罚措
施，可以有效遏制建设单位拖欠工资的
行为，确保农民工的劳动得到应有回报。

农民工是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力
量，他们的辛勤劳动是城市发展和社会
进步的基石。20 条措施的出台反映了
政府对农民工群体的重视，有助于增强
他们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治理欠薪
问题，要管得住，更要抓得牢。巩固根治
欠薪成效，要强化责任、细化落实，让制

度的篱笆越扎越密、越扎越紧。一方面，
要不断创新治理手段，探索利用大数据
等信息化手段，将人员信息、用工过程、
工资发放等数据纳入监管，防止有人钻
制度的空子。另一方面，要强化线上线
下一体化监管，发挥“大数据+铁脚板”
的叠加优势，成立专门组织机构，常态化
协调处理与农民工工资支付相关的矛盾
纠纷，让劳动者投诉有门路、维权有保
障。

政府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
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聊
城市出台的这20条措施，是规范农民工
工资支付的一次有益尝试，也是保障老
百姓过上更好日子的一项有力举措。我
们希望，这些措施能够得到切实有效执
行，真正成为捍卫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法
宝。

治理欠薪要管得住更要抓得牢

三月草木新 植树正当时

□ 侯莎莎

刚刚过去的一周，有两则短视频刷
爆聊城人的朋友圈，这是两个暖心的故
事，充满了正能量。

3月9日晚，标题为“孩子高烧惊厥，
妈妈摔倒仍死死抱住”的新闻登上百度
热搜，这件事就发生在聊城。妈妈重重
摔倒在地时，下意识地以后背着地，防止
怀里的孩子受伤，并努力挣扎爬起。女
子本弱，为母则刚，这位母亲对孩子的爱打
动了无数网友。

母亲伟大，让人感到温暖的还有人
民警察。在这位母亲最无助的时候，她
身边的交警抱起孩子，以最快的速度冲
进医院急诊室。这则短视频被新华网等
多家媒体转发。事后，我们得知，由于送
医及时，孩子并无大碍。很多时候，警察
做的事情看似很平常，却充满热血，他们
为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奋力奔跑的身影特
别帅气，被网友称为“像光一样的英雄”。

人间烟火处，真情最动人。一位网
友评论道：“母亲伟大，警察温暖，这就是
最美的中国。”是啊，“为母则刚”的背后

也有社会的关爱！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3月7日，一名退

役军人将一辆新三轮车送给擦鞋匠徐明
海，车身不锈钢支架上挂着一幅标语：您
学习雷锋，我们学习您。徐明海将免费
为老年人擦鞋、修鞋的善行坚持了19年，
他身体虽有残疾，但始终在服务人民、助
人为乐中坚守崇高的价值追求，引领越
来越多的身边人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送车人就是通过赠三轮车这一方式对徐
明海表达了敬意和支持。

其实，好人好事就发生在一个个普

通岗位上，以及邻里交往、公共空间中。
选择做有温度的市民，共建充满人情味
的城市，我们就能成为美好家园的建设
者和受益者。

在聊城，从不缺少让人感动的故
事。男子自掏腰包粉刷楼道墙面；大雪
过后，全城行动清雪除冰……当“向上
向善”的精神照亮各不相同的工作生
活，这种信念、大爱也会支撑着更多人
前行。

这个春天，聊城因温暖的守护而闪
闪发光。

这个春天，聊城因爱闪闪发光

□ 郝凯

在 上 海 市 长 宁
区，无需填表，也没有
复杂烦琐的申请，街
道 工 作 人 员 主 动 上
门，为一名4岁的孩子
颁发了一本“艺术护
照”。长宁区实施的

“艺术护照”项目，即
依托上海艺术品博物
馆，为辖区内困难家
庭的孩子提供免费艺
术教育。

自 2016 年“艺术
护 照 ”项 目 实 施 以
来 ，上 海 市 长 宁 区
1000 余 位 困 难 家 庭
儿童通过这本“艺术
护照”走进了艺术课
堂，从素描排调子到
油画点彩法，从学习印
象派画作到如何创作
写意国画，他们，看见
了人生另一番景色。

“艺术护照”的背
后，折射了我国社会
救助逐 渐 从 生 存 型
向发展型、从单一物
质 救 助 向“ 物 质 ＋
服务”复合式救助转型，这是一场理
念、方法乃至体系的变革。上海市长
宁 区 实 施 的“ 艺 术 护 照 ”项 目 ，是 率
先启动的改革探索之一——不再停
留于给困难家庭现金或实物，而是将
为发展赋能的社会救助服务列入了政府

“菜单”。
低保、低收入等特殊困难家庭的孩

子接触校外文化活动的机会并不多，通
过“艺术护照”，这些孩子可以免费上艺
术课，学到知识，开拓视野，在心底播下
一颗艺术的种子。借助这本“艺术护
照”，原本少言寡语的孩子变得自信、阳
光，孩子们不仅看见了诗与远方，也点燃
了梦想和希望。

这样的“艺术护照”多多益善。今
天，当我们再提到社会救助，不能仅限于
给钱给物。救助困难家庭，不仅有物质
上的帮，也应有发展机会、发展能力的
助，还要有精神自立、自信自强的扶。我
们的社会救助，应从单一的物质救助，转
向“物质+服务”的复合式救助，增强受助
者自强自立、全面发展的能力。动员多
元主体，号召广泛参与，集众智、汇众力，
我们的社会救助才能更精准、更温暖、更
持久。这既是“助人自助”的生动注解，
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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