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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涉农民工工资权益保障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全区

检察机关紧盯工程建设领域和劳动密集型
企业，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先后制定了《集中
攻坚“双拖欠”工作方案》《全区检察机关开
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行政检察监督专项
活动实施方案》《西藏检察机关开展重点工
程建设领域检察监督专项活动实施方案》
等文件，强力推进涉农民工工资权益保障。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12 月，全区检察
机关共办理涉农民工工资支持起诉案件
483 件，其中支持农民工起诉 106 件，综合
运用支持起诉、调解等方式，帮助农民工追
回欠薪2378万余元；依法打击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违法犯罪，惩治恶意欠薪，受理审查
逮捕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7件7人，
审查起诉17件 17人，起诉3件3人、不起诉
11件 11人；加强行政检察监督，全区检察机
关共受理涉农民工工资行政违法行为监督
案件36件，审结提出检察建议34件并全部
被行政机关采纳，有效促进了依法履职、依
法行政，维护了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
稳定。

构建打击、保护、监督工作格局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

员沈小丁介绍，全区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农民

工工资案件时，坚持依职权监督和依申请监
督双管齐下，延伸触角发现和排查相关案件
线索，畅通 12309检察服务热线，坚持服务
窗口前移，及时介入化解矛盾纠纷；检察机
关统筹考虑经济社会发展，做到既保就业民
生又保市场主体，主动协调拖欠工资的单
位，促成双方以诉前和解方式使案件得到高
效解决；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成立专门办案团
队，通过依法支持当事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
讼的方式帮助农民工理性维权，对受理的农
民工讨薪案件，引导农民工向法院提起诉
讼，合理表达诉求，追讨薪酬。

同时，全区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嫌恶意
欠薪刑事案件过程中，充分履行审查逮捕、
审查起诉、出庭公诉和诉讼监督职能，对重
大恶意欠薪案件通过联合挂牌督办、提前
介入侦查、专业化办理等方式，依法及时查
办了一批恶意欠薪犯罪，对于情节恶劣、后
果严重、经刑事立案追缴仍不履行支付义
务的犯罪嫌疑人，依法打击、从严惩处。发
布会上，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主
任、三级高级检察官罗色江措提及：“检察
机关也通过积极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
法政策，坚持维权与护企并重，在案件办理
中，综合考量案件整体情况，通过羁押必要
性审查、积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等措
施，对积极悔改、尽力补救支付劳动报酬的
犯罪嫌疑人，依法作出不捕、不诉决定。”

切实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
沈小丁表示，下一步，全区检察机关在

打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中，坚持打击
犯罪与追讨欠薪同步开展，融合发挥刑事
检察和民事检察职能作用，高效办理涉农
民工讨薪案件，尽最大努力化解社会矛盾；
对办案中发现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线
索分析研判，及时启动立案监督程序，督促
行政执法机关依法移送刑事案件线索，涉
及犯罪的案件，检察机关将及时介入侦查，
引导公安机关搜集、固定相关证据，促进行

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充分利用
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平台，强化检
察机关和行业部门双向配合，加强信息共
享、线索移交、通报反馈，不定期共同开展
专项整治，完善打击恶意欠薪长效机制，将
犯罪行为扼杀在萌芽状态。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下一步全区检察
机关还将进一步加大对诉讼困难的未成年
人、老年人、困难群众等民事主体支持起诉
力度，实现案件类型的全覆盖，切实维护弱
势群体合法权益，为进一步促进西藏社会稳
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多检察贡献。

全区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恶意欠薪行为
两年来，共帮助农民工追回欠薪2378万余元

依法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既是司法为民的实事，更是事关民生福祉、社会和谐稳定的大事。1月
17日，全区检察机关依法整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新闻发布会召开，就全区检察机关在依法保障农民
工合法权益、整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方面有哪些作为，以及近两年来依法履职的相关情况、典型案例
进行了介绍。 记者 芮怡星 梁兰

寒冬暖意浓，人勤春来早。记者来到加
查县冷达乡共康村时，该村群众仁增正在蔬
菜大棚里忙碌着。

看着长势喜人的小葱、辣椒、大白菜、小
西红柿，仁增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这是他用
汗水“浇灌”的硕果。

2021年 10月，经过认真思考，仁增主动
承包了村里的蔬菜大棚。

“在大棚里种蔬菜可是个技术活，你没
少遇到问题吧？”对于记者的提问，仁增笑而
不答。

仁增的妻子仓决接过了话茬，她说：“那
段时间，经常一整天见不到他的人影。不是
在别家的蔬菜大棚里学习，就是在自家的大
棚里摸索，忙得让我们心疼。大家都劝他慢
慢来，不要把身体累坏了，可他就是不听。”

“通过跟外地来加查种菜的人学习，我
逐渐摸出了门道。”仁增说，“那段时间真难
熬，还好我挺过来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试种，仁增成功
种出了青椒、莴笋、上海青、白萝卜、大白菜等。

蔬菜成熟后，仁增首先想到的不是卖，
而是送给亲戚、邻里尝鲜。“我想让他们知
道，我成功了，不用再为我担心了。”

2021年，仁增卖蔬菜挣了2万元。初尝
甜头的他，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马上到春节了，大棚里的萝卜、白菜等，
生机勃勃，可满足周边群众春节餐桌需求。

记者来到仁增的蔬菜大棚时，该村群众
巴珠正在买菜。“这里的菜很新鲜，价格也便
宜，我们都喜欢来这里买菜。”巴珠说。

为了增加收入，仁增还在蔬菜大棚外养
了3头牛。他说：“坏了的蔬菜和玉米秆可以
喂牛，牛粪可以做肥料，这是循环经济。”

蔬菜产量提高后，仁增决定做批发。产销
两旺，忙不过来的仁增想到了乡亲们。他主动请
村里有就业需求的群众和他一起种大棚蔬菜。

看到90多岁的格桑达瓦老人生活困难，
仁增主动帮她家翻修了厨房。“老人和身患
残疾的儿子生活在一起，日子过得紧巴巴
的，让人看着心酸，我们能帮她一点是一
点。”仁增说。

听说格桑措姆家小孩做手术急需用钱，
仁增又伸出了援助之手。“我原本只是抱着
试试的心态找他家借5000元，没想到第二天

他就送来了钱，还说小孩看病要紧，有问题
我们大家共同想办法。”说起这件事情，格桑
措姆眼含热泪。

“去年疫情期间，他还给大家送蔬菜。”
巴珠说，“这样的好事仁增做了很多，他的勤
劳、善良，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在党和政府
以及亲戚邻里的帮助和扶持下，才过上了今
天的好日子。现在我的生活条件好了，有能
力帮助大家了，就要尽可能回报社会。”面对
群众的肯定，仁增如是说。

走出仁增的蔬菜大棚，行走在村道
上，记者看到一幢幢红顶白墙的独栋小院
整齐排列，房前屋后栽种着各种果树，村
口广场上有人坐着聊天，幸福的笑容洋溢
在脸上……

如今的共康村，村美、民富、日子美。

加查县冷达乡共康村群众仁增：

用勤劳双手创造美好生活
西藏日报记者 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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