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拿不到钱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除了“要钱难”，农民工在讨薪的过程中，还时常遭遇敷衍、欺骗甚至暴力等干扰。

这让本就处于弱势的农民工群体，产生了强烈的自我保护心理。
体验行动中，我们共派出三路记者陪伴农民工讨薪，一路讨薪未能成功，而其他两路，由于民工本能的

拒绝，甚至未能全程陪伴。

2月4日上午10时许，记者赶往位于高

新区管委会的农民工维权中心，希望在这里

可以找到前来讨薪的民工，陪他们讨薪。

在维权中心等了近10分钟，记者见到

了第一波来讨薪的民工，一行共有3位，操

着北方口音，疲惫写在每个人的脸上，显然

在讨薪过程中并不顺利。

记者上前表明身份，并提出能够陪民工

讨薪，然而，遭遇的回应却让记者始料未及：

“你是记者？我看你是骗子吧，走开！够烦

的了，没心思搭理你。”随即，没等记者开口

解释，几名民工就快步离开了。

接下来的1小时里，记者又陆续接触了

两波前来讨薪的民工，然而，记者的采访请

求，却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拒绝。

上午11时，记者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与

最后一波前来讨薪的民工进行了接触，这次

的开局出奇顺利，一位姓张的民工同意，次

日让记者全程陪同，报道他们的讨薪过程。

然而，等这位张师傅与同伴汇合，略做

沟通后，态度却发生了180度大转弯。当记

者再次上前，希望与张师傅最后约定汇合时

间时，张师傅的脸上再没了刚开始的笑容。

“我说你到底要干嘛？你有什么目的？”

张师傅一脸冷漠地回应道。“张师傅，我是

记者，我这里有记者证，可以给你验一下。”

记者试探性的问道。“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

么啰嗦？我警告你，别跟我说话了，再说小

心我打你！”张师傅说完，就转过头去再也不

理会记者。记者注意到，与张师傅同行的2

个同伴，此刻也是一脸敌意地看着记者。

无奈，记者只能放弃了继续尝试的打

算。

4日上午，记者在合肥市司法局法援中

心遇见了李光德等数十位农民工。

十多位农民工来自寿县，都在炎刘镇的

新桥产业园一办公楼工地干活。

李光德告诉记者，他们在去年六月

份来到工地干活，年底该工程已经完工，

但欠了他们每个人七八千块钱的工资。

他们的负责经理姓徐，现在总是打不通

电话。

无奈之下，他们找到产业园管委会，但

管委会告诉他们，必须要找到徐经理，否则

不好办。

4日上午，他们又来到合肥市司法局法

援中心，接待律师告诉他们，也必须要找到

徐经理。一行十余人计划下午再到管委会。

李光德给记者留下了电话，并约定下午2点

出发前往管委会。

但中午时分，李光德打来电话无奈地告

诉记者，很多人考虑，到了管委会也拿不到

工资，决定暂时不去了。

2月4日，合肥市城乡

建委通报今年以来最新的

维权形势，2013 年 1 月份

全市建设领域政府维权窗

口共受理处理农民工投诉

490 起，涉及人数为 10796

人，涉及劳务纠纷金额共

计12449.28万元，目前463

起投诉已得到妥善处理。

通过对投诉案例的综合统

计分析，今年春节前合肥

建筑市场上企业直接恶意

拖欠工资的不多，往往是

由于各种纠纷造成工人工

资发放受到影响。从目前

的情况来看，甲方资金链

不足或者断裂正成为多数

民工工资纠纷的源头，从

比例上看，占了80%左右。

记者 赵汗青

刘海泉 宁大龙

背景资料时间:2月4日上午
地点:高新区农民工维权窗口
事件：民工兄弟防备心重，把记者当成骗子

时间：2月4日上午
地点：合肥市司法局
事件：寿县炎刘镇新桥产业园一办公楼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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