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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王艳 通讯员陈严）近日，茂名
信宜市10名女工从信宜市人民法院的法官手中领到被拖
欠一年多的工资，她们纷纷争着向法官道谢。

苏某等10名女工均系信宜市北界镇村民，自2014年
开始至2017年在黄某开办的皮具加工店工作。自2017年
9月起，黄某因经营不善，在向苏某等10人结算部分工资
后，就拒绝支付其余工资，拖欠苏某等10人的工资共
30087.5元。

苏某等10人提起劳动仲裁，在劳动仲裁机构的协调
下，黄某向苏某等10人出具了30087.5元的工资欠条，并
约定了支付期限。但是，黄某未按约定支付工资，苏某等
10人遂将其起诉至信宜市人民法院。

法院对该案经审理后，认为苏某等10名农民工受
雇于黄某，接受其安排的工作，并与其约定了劳动报酬
的计算方式及标准，双方成立了劳务合同法律关系。黄
某欠苏某等十名工人的劳务工资有欠条为凭，事实清

楚，证据确凿，应予支付。后经法院调解，黄某向苏某
等10人承诺：将分三期支付工人上述的拖欠工资，并在
2019年2月21日前将工资支付完毕。但黄某在支付完
前两期的款项后，就不再支付了。苏某等10人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

信宜市人民法院执行立案后，执行法官姜保及时向
被执行人黄某发出了执行通知，并为其释法辨理，使被执
行人认识到拒不履行法律义务导致的后果。在强大的司
法威慑下，被执行人同意全力筹款履行义务。法官随后
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面对面沟通，让双方就支付数额和
支付时间进行了多次商议。最后，在法官的主持下，双方
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被执行人黄某于8月15日前一次
性支付尚欠的工资2.5万元给苏某等10名申请执行人。
执行和解后，被执行人黄某主动履行完毕。同时，执行法
官及时地将执行款发放给了申请执行人。至此，10名女
工如愿以偿拿到了自己的血汗钱。

档案丢失 清华高材生
无奈放弃8年工龄
本报讯 工作单位开具的工资证明和在职证明也

无法证明自己的工作经历，折腾了3年，还是证明不
了自己1986年到1994年在政府部门的工作履历，夏
先生无奈，决定放弃这8年的工龄。

夏先生今年57岁，198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
水电工程建筑专业后，被分配到新疆水电勘测设计
院，后来下了海，走南闯北。2011年，他和家人在广州
定居，也着手将其他地市的医保关系转移至广州。

2012年，夏先生在广东省社保局通过自助机查
询，发现名下竟有两个社保账号，还被告知，两个账号
都是空的。系统内的资料离奇失踪，省社保局最终也
没能给出一个解释。夏先生在家里翻箱倒柜，找到了
一本《职工养老保险手册》，里面记载着1994年1月到
1997年8月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的具体金额，这才保住
了41个月的社保记录。

正当夏先生以为万事俱备时，意外再次发生。
2016年他在广州市社保中心查询发现，自己的社保关
系依旧停留在省社保局，问题出在了档案上。工作人
员告诉他，档案找不回来，也可以回原单位开证明。
此后，他花了一年多时间才把新疆和广东两地的在职
证明拿到手。2019年6月17日，他捧着所有材料再次
走进省社保局大厅，工作人员却又提出了新要求。这
次需要2个调令，分别是大学生分配的证明和新疆发
改委到广东省的调令。

30多年前的调令如何找得回来?工作单位开具的
工资证明和在职证明也无法证明自己的工作经历，折
腾了3年，还是证明不了自己1986年到1994年在政府
部门的工作履历，夏先生无奈，决定放弃这8年的工
龄。可是直到7月底他依旧没有得到任何答复，他一
次又一次从番禺辗转三趟车跑到省社保局查询进度，
答复都是“等”。

自6月17日夏先生提交了所需材料，8月初再次
来到省社保局，却被告知转出还要一个多月，网上也
无法查到办事进度。

都说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夏先生感慨:
“一次对人家把事情说清楚，让人少跑几次也是减轻
他们自己的工作量，他们老说业务忙，是不是自己造
成的呢？像我这样跑八九十次，对他们是不是也是损
失呢？” （吴晓娴 胡志慧）

工作3个月被欠薪2个月
程序员讨薪无果求助工会

律师：遭遇欠薪，劳动者有三种渠道可维权

广东军萍律师事务所律师沈思华认为，该公司应按双
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的约定发放工资，即：每月10日前。但
是，该公司并未依约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属于无故
拖欠劳动者工资报酬，江阳等人可以通过三种渠道维权。

一是向法院申请支付令。《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规
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
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未足
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申
请支付令，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

二是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举报。《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第二十六条（一）规定，用人单位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
工资报酬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分别责令限期支付劳动

者的工资报酬；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照应付金
额50%以上1倍以下的标准计算，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

若经劳动监察大队发出责令限期支付工资指令
书后，该公司在劳动监察大队指定期限内仍未支付工
资的，且数额达到立案标准的，该公司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能会构成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罪。

三是辞职申请劳动仲裁索经济补偿。《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八条（二）规定，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
酬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该法第四十六条（一）
规定，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江阳等人可通过三种渠道维权

茂名信宜法院成功执结10名农民工欠薪案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林婷玉）工作三个月不得已离
职，公司拖欠工资不发，深圳一程序员多次讨薪无果，向
广东“工人在线”平台求助，希望工会介入调解，尽快拿到
工资。律师认为，劳动者遭遇欠薪，可以通过三种渠道维
权。

“一换工作穷半年，从北京辞掉工作后来到深圳，各方
面成本高，公司还拖欠工资，让我很拮据。”江阳告诉记者，
今年4月他入职深圳惠哆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惠哆啦”），6月21日离职，期间只领到4月份的工资，公司
只缴纳了一个月的社保和公积金。记者看到，在江阳和公
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双方约定每月10日为工资发放日。
江阳称，他已被拖欠工资近2个月，总共11836元。

为此，他向广东“工人在线”平台求助，希望工会介
入，帮助其讨回工资和补缴社保和公积金。

今年7月，通过江阳陆续向记者反映被惠哆啦欠薪的
员工有7位。目前，这7人已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申请劳动仲裁。

惠哆啦技术总监陈曙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应，因
公司资金周转困难，后续将补发员工工资，补缴社保和公
积金。记者问及何时能完全支付员工工资时，他无法给
出确切时间。

据了解，目前，惠哆啦所在的当地工会已介入调解，
并为员工提供法律援助，指导江阳等人备齐相关资料申
请劳动仲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