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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记者又来到了高新区的农民工

维权窗口。到了现场，记者看到，工作人

员正在接待一位来访的农民工。记者在

旁偷偷观察了一下，这位工作人员处理问

题很热情。虽然前来投诉的农民工并没

有携带比较详细的书面材料，甚至说不清

欠他钱的到底是哪个单位，只是拿着一张

以包工头个人名义打的欠条，前来讨要薪

水。但工作人员很耐心，通过仔细询问和

在电脑上不断查询，最终找到了这个拖欠

这名农民工工资的工地，并拨通电话，与

施工单位进行简短协商。施工单位也当

即承诺，尽快向这名农民工发放拖欠的工

资。从投诉到处理，整个过程不到20分

钟。

随后记者也采访了这位维权窗口的

工作人员，据其介绍，他们的热线电话是

24小时开通的，窗口也24小时有工作人

员值班，随时为农民工解决问题。而他们

每天接到的投诉数量也不一定，平时少一

些，节假日会多一些；天气好的时候，就少

一点；天气不好的时候，来投诉的农民工

就会多一点。总体来说，投诉的总量，比

去年减少了很多。

高新区：接待很热情，20分钟搞定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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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记者还来到了瑶海区建设

局。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农民工维权服

务窗口是他们下设的一个部门，不在建设

局，而是在市政建设管理处。随后记者经

多方打探，赶到该管理处，并找到了维权窗

口具体位置。

在办公室，记者发现没有贴任何相关

的提示性标志，一位姓龚的工作人员向记

者解释道，“原来楼下是有标志的，后来被

风刮掉了，门上的标志也在打扫卫生时撕

掉了。”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日总共接

待了三位前来反映讨薪问题的农民工。记

者在桌子上看到了一份12月份的来访农民

工登记表，但表上显示的投诉人数并不多。

“2010年元旦至今，共解决了农民工

工资近85万。”该窗口童主任最后向记者

表示，将尽快解决“维权窗口办公室没有明

显标志”的问题，以便农民工讨薪维权。

本报记者探访合肥多家“农民工维权窗口”发现

地点难找，窗口难寻，民工怎维权？
每到年末，农民工的讨薪维权问题自然而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

点，目前合肥市及各区相关部门均设立了农民工维权窗口。这些窗

口的平日接待状况如何？服务水平如何？实际解决了多少农民工

的讨薪维权问题？昨日，本报记者兵分几路探访了实际运行状

况。 韦凤娇 记者 何曙光 宁大龙/文 倪路/图

昨日下午3时，记者来到了位于沿河路的

“合肥市建设领域农民工维权中心”，宽敞的大

厅显得很冷清，设在门口的“综合接待处”无人

值班，桌面上只剩下一条发黑的毛巾“留守”。

让记者感到惊讶的是，大厅开设的8个窗口只

有2个开放，其余的窗口均没有工作人员在

岗。记者在大厅观察大约20分钟，发现共有3

批人前来反映问题，接待人员显得不耐烦：“不

要讲这些，废话多了也没用，用笔写下来！”

前来反映问题的于建国告诉记者，他

曾带着一帮农民工在一家叫“安徽尔格公

司”干活，后来对方以找不到图纸为由拖欠

了自己10多万的工程款。无奈之下，自己

两次找到该维权中心，但对方没有受理。“感

觉就是在踢皮球，他们叫我们到长丰去反

映，说是属地管理，但是我们涉及到10多个

工地，远远不止长丰一个地方啊！”

但维权中心的首席代表涂增柱的说法

却截然不同。涂增柱说，这个中心每年都接

到几百起农民工的投诉，而且反映的情况

“基本都处理了”。随后，该代表还拿了一份

成功案例给记者看。

昨日下午4：30，经多方打探，记者赶

到位于北二环附近的庐阳区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随后，该局办公室的杨主任向记者

证实，该区农民工讨薪机构就在此处。随

后，记者赶到一楼大厅，发现崭新的大厅仍

未对外开放，也没有任何指示性标志。杨

主任告诉记者，目前，该机构就设在局办公

室，有一名工作人员负责记录和接待每天

前来投诉的农民工。当记者问到当日的投

诉情况时，该主任告知记者：“中午还来了

好几个人！”但让记者感到不解的是，在其

出示的一份“登记记录”上显示，当日只有

一个姓陈的人前来反映问题。

该局分管该项工作的一位工会主席向

记者坦言，目前该机构只有两个人在负责

此项工作。“目前，各个区的确存在农民工

找这个地方不方便的现象，我也曾建议将

投诉机构下放到社居委，这样农民工也好

找，我们的工作也变成了主动服务。”

随后，该局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再

次向记者出示了“登记记录”，但记者发现，

真正处理成功的案例并不多。
接下来，记者来到位于经开区管委会

的农民工维权窗口。几经摸索，记者在保

安的指引下，找到了经开区人事劳动局的

接待窗口了解情况。

记者：您好，请问农民工讨薪的工作，

是你们这里负责的吗？

工作人员：不是的，负责农民工讨薪

的工作人员都去市里开会了。

记者：那这里的农民工维权热线，现

在没有工作人员在处理问题了？

工作人员：“我可没有这么说。”

记者：我是记者，想来采访一下年终

农民工讨薪的一些具体情况。

工作人员：采访要跟我们上级领导沟

通，统一安排才行。

记者：如果方便，可以告诉我农民工

维权窗口在哪儿吗？我自己去看一下。

工作人员：……（不再搭理记者）

无奈，记者只能自己继续寻找农民工

维权窗口，但无论是工作人员还是保安，

都告诉记者，要前往经开区人事劳动局的

接待窗口去问，而农民工维权的热线电

话，也是人事劳动局接待窗口的工作人员

在接听。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人事劳动

局的工作人员却始终不肯告诉记者，这个

农民工维权窗口“身在何方”。

经开区：“讨薪”窗口难找，工作人员难缠

采访的第三站，记者选择了新站区农

民工维权窗口。但仅是找到这个窗口，记

者就大费周折。最终，通过多方打听才知

道，这个维权窗口，设在了新站区质量监

督站的办公室内。

记者随后赶往新站区农民工维权窗

口。在办公室外，记者等了良久，也没有

见到有农民工来投诉。据工作人员介绍，

之所以现在来讨薪投诉的人较少，是因为

早从今年7月份开始，针对农民工薪金拖

欠的问题，他们就开展了实地摸排工作，

对工程款的落实情况，和往年的老账、旧

账，进行核实、解决。这些政策都在很大

程度上减少了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的发

生。“那么现在每天大概能接到多少个农

民工的投诉呢？”记者问道。“要真是平均

起来，一天差不多能接到半个电话吧！”工

作人员跟记者这样介绍道。

新站区：平均起来一天只能接到半个电话

合肥市建设领域农民工维权中心：8个窗口只有2个开

庐阳区：窗口暂未开放，成功案例难寻

瑶海区：位置难找，维权窗口无明显标志

合肥市建设领域农民工维权中心合肥市建设领域农民工维权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