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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零零，电话铃声响起，“我
的工资老板一直不给发，能到你
们这儿反映吗？”“请问您在什么
地方干的活儿……”这样的对话，
几乎每天都在市劳动保障监察支
队飘荡。

农民工是城市发展不可或缺
的建设者，城市里一幢幢高楼、一
条条道路，都凝聚着他们的智慧
与汗水，其艰辛的劳动理应得到
尊重，而尊重的基本方式，就是让
其按时足额领到工资。遗憾的
是，因为各种原因，拖欠农民工工
资的情况时有发生。

于是，倾听农民工的诉求，保
护农民工的权益，成了我和同事
的日常工作之一。春节前夕，这
样的电话和来访会更多。当别人
为春节准备年货之时，当别人处
在睡梦之时，我们还坚持战斗在
工作岗位上，只为保证每个农民
工能顺利拿到工资，愉快地返乡
过年。

去年年底，陈姓农民工等人
到市劳动监察支队反映，他们在
我市某国企项目干活，时值年关，
但施工方仍拖欠他们30余万元工
资，多次讨要无果，只好向我们求
助。获悉情况后，支队指定胡晓
刚负责此案。胡晓刚立即着手调
查，多次与业主单位及施工单位
沟通、协商，但公司经理称农民工
工资已全部支付完毕。后经了
解，该公司没有将工资直接发放
给农民工本人，而是将钱转交本
公司的项目负责人，而该负责人
由于其他原因被捕入狱。

因为企业存在违规行为，我
们要求其改正，将工资直接支付
给农民工。该公司不服处理决
定，进行了上诉。项目负责人在

服刑，我们无法采集口供，法院认
为该案件证据链不完整，驳回了
我们强制执行的申请，案件进入
了死胡同。但胡晓刚没有气馁，
他和其他同志一起拿着单位介绍
信到监狱，想当面录制口供，但与
监狱管理方沟通后，监狱管理方
认为这不符合法律规定。后来，
他又多次与农民工代表沟通，让
农民工尽可能找到更多相关证
据，并与施工单位沟通，向他们讲
解国家有关规定。

就这样，不论是工作日还是
休息日、无论是上班还是下班，那
段时间他连自己上初中的孩子都
顾不上，心里就只有这一件事
情。最终，经过与企业多次交涉
和宣讲政策，企业认识到自己存
在的问题，愿意解决农民工工资
问题。春节前，农民工顺利拿到
了工资。

“农民工在外务工不容易，上
有老、下有小，一家全指望他们在
外挣的这点钱，如果他们付出了
辛苦的劳动，却不能及时领到工
资，正当的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
那就是我们劳动保障监察工作的
失职。”胡晓刚说。

工资是农民工的保命钱、活
命钱、养命钱，是提升农民工群体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物
质基础。“薪安”才能“心安”，将

“劳有所得”落实到每一个有血有
肉的个体身上，让他们能够带着
尊严干活、带着笑容回家，是每一
个劳动监察人员的责任和担当。

岗位平凡，为人民服务的初
心不变。每每听到农民工感谢的
话语，看到他们重燃对生活的希
望，重建对社会的信任，我都觉得
这是对我们最大的褒奖。

换“心安” “蔡书记，咱们村前两天又修建
了一座凉亭，你们单位送来的花木
也栽上了，村里的环境有了很大提
升，群众的精神面貌也更好了……”
听着王书记在电话那头的声音，我
的思绪飘回到在赵楼村驻村的日
子，过往的一点一滴，串点成线，
连线成面，一个个感人的片段，一
个个难忘的镜头，如电影画面浮
现在眼前……

2017年 11月，按照组织安排，
我和哥哥蔡高尚一起踏上了脱贫
攻坚的道路，我被派驻到鲁山县
瀼河乡赵楼村，哥哥被派驻到叶
县仙台镇北庞庄村。自担任驻村
第一书记开始，我和哥哥便保持
着每天打电话交流工作的习惯，
谁有好的做法就及时与对方分
享，谁在扶贫帮困遇到困难时会
互相帮忙。有人笑着说，古有“上
阵父子兵”，你俩是“扶贫亲兄
弟”。每当听到这句话，我俩都会
心一笑：“俺俩都是从农村走出来
的孩子，知道农民生活的不易，现
在我们去驻村，就是为了帮他们
过上好日子。”

驻村伊始，我和哥哥就明确
思路，一定要首先摸清情况，对每
一家每一户的情况都做到心中有
数。驻村不到三个月，我们就遍
访了所有农户，建立了清晰的工
作台账。

为了让自己轻装上阵，我利
用周末开了个家庭会议，带孩子
来到赵楼村几个贫困户家中，让
他们了解贫困家庭儿童之苦。妻
子还特意邀请市财政局农业科的
负责同志来到赵楼村，和村两委
干部就赵楼村农业种植、养殖产
业发展以及行业资金的使用等进
行沟通，现场指导养殖产业基地
的建立。

“咱得把这项工作干好。”每次
打电话，我和哥哥都会相互鼓励。
我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北庞庄村贫困户刘青善的儿子双
目失明，家中6口人，只有两人有
劳动能力。哥哥为其争取低保，让
孩子上学享受“两免一补”，并鼓励
刘青善家发展养殖业，逐步摆脱贫
困。驻村以来，哥哥帮助北庞庄村
争取项目资金34万余元，硬化村
内道路1500米，发展养殖户10户、
果树种植户6户，介绍外出务工39
户42人，完成24户危房改造任务，
拆除32户，挂牌说明29户，实现了
80 户 建 档 立 卡 户 的“ 六 改 一

增”……
在哥哥的影响下，我也不甘

示弱。赵楼村低保贫困户张留
栓，患有精神病，与71岁母亲一起
生活，母亲年迈，无法带张留栓去
市精神病医院鉴定，且无法办理
残疾证。我开车和帮扶人一起送
张留栓去市精神病医院，进行鉴定
并办理残疾证，与帮扶人一起研究
对张留栓家的庭院进行改造。我
联系社会资金为赵楼小学捐赠价值
5.6万多元的教学设备，创建瀼河乡
教育界第一个多媒体教室。协调价
值2万元的生活用品，走访慰问贫
困户和老党员。动员市房产管理中
心54名党员志愿者，建立一对一帮
扶机制，为贫困户的农产品联系
销路。联系爱心企业和单位捐
赠图书6000余册，为村小学建起
了希望图书室。争取来 30 万元
项目资金，铺设水泥道路 3000
米，建成文化广场配套项目，并建
设起一座标准化卫生室……

成绩的背后是无数次奔走，
无数个不眠之夜，无数次对家人
的失信。2018 年 7 月、8 月份，我
已经 4 周没有回家与家人团聚
了，妻子打电话说：星期天也不
休息，孩子晚上在梦中哭着要爸
爸呢。更让我愧疚的是，当年 7
月份，岳父突然因病去世，接到
噩耗后，我匆忙向领导请假回家
奔丧，处理完后事第三天，我对
妻子说：“检查组还在鲁山，作为
第一书记我得进村。”妻子哭着
说：“别人不能替代吗？”我说：

“别人不熟悉情况，关键时候不
能掉队。”

“每个周一的早晨，他奔赴扶
贫第一线，他，属于乡亲，他永远
是他们最亲爱的儿子……”这是
哥哥的女儿在作文中描述的爸
爸。这段话被哥哥存在手机里。
他很少有时间和女儿见面，想女
儿了就翻出来看看。

“脚上有泥，心中有民”，几
年来，我和哥哥往返在乡村街
巷，行走在困难群众中，扎根在父
老乡亲们身旁，我们互相鞭策着
对方，改变着村民，也被朴实的村
民和醇厚的乡风所改变，一切朝
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就像我
经常听的一首歌曲《我们走在大
路上》中唱的：“我们的道路多么
宽广，我们的前程无比辉煌。我
们献身这壮丽的事业，无限幸福
无限荣光。”

扶贫路上亲兄弟

用“薪安”

□邢雁铎（河南平顶山）

□蔡国伟（河南平顶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