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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实施三年，江西多举措织密制度“防护网”

三年为6万余名务工人员追发工资超7亿元

鹰潭率先建立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白名单”双向推送机制
为让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政策惠及更

多创新主体，鹰潭市从畅通信息渠道入
手，今年在全省率先建立知识产权质押融
资“白名单”双向推送机制，搭建起银企知
识产权信息交流的桥梁。目前，已有2家
银行对接“白名单”企业13家次，累计向名
单内企业发放贷款11笔，贷款金额达1.6
亿元。 （汤慧慧全媒体记者胡燕梅）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经 2019
年 12 月 4 日国务院第 73 次常务会议通
过，自 2020年 5月 1日起施行。三年来，
江西省委、省政府全面落实《保障农民工
工资支付条例》，深入推进“幸福江西”建
设，让广大农民工朋友切实感受到党和
政府的温暖。

健全体制 完善制度

“农民工外出打工不容易，我们做工
程的，也不想拖欠农民工工资，但以往我
们拿不到工程款，没有资金发放农民工
工资。现在，工程预付款制度和工程款
支付担保制度得到全面落实，工程款能
够按照施工合同约定及时结算，按时足
额发放农民工工资更有底气了。”赣州建
工某项目经理杨人人说。

杨人人的底气来自于江西省全面推行
工程预付款制度和工程款支付担保制度。

三年来，江西省相继修订出台了《工
程建设领域推行工程款支付担保管理办
法》《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实
施办法》《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
账户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构建
了以工资保证金、工程款支付担保、农民
工工资专户、总包代发工资、实名制管理、
按月足额发放等制度为基础的“防护网”。

“为更好做好农民工权益保障工作，
将江西省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和江西省
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整
合为江西省农民工和根治拖欠农民工工
资工作领导小组，根治欠薪工作成员单
位由原来22家扩展至35家，保障农民工
工资支付工作体制更加健全，力量得到
有效整合。”省人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叶志忠表示。

三年来，江西省将根治欠薪工作纳
入市、县政府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平安
江西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考核内容，开
展对各设区市政府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工作考核，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层
层压实工作责任，全省未发生因欠薪引
发的群体、突发和恶性事件，总体形势平
稳可控。

聚焦重点 破解难点

政府和国企建设工程项目保障农民
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事关党和政府形
象。江西省注重从项目审批环节入手，
加强“最先一公里”防范，对基础设施和
民生工程等政府投资项目建设，按照“尽
力而为、量力而行”原则，发展改革部门
对资金不落实或没有切实可行的资金筹
措方案的项目一律不予审批。

开展赣鄱无农民工欠薪项目试点工
作。2022年以来，首先在南昌市新建区
等 5县（市、区）开展试点工作，将政府和
国企在建项目全部纳入试点范围。试点
工作开展以来，采取以欠薪案件重拳打
击、重点领域源头治理、信用监管促进自
律为抓手，形成制度完备、责任落实、监
管高效的根治欠薪工作新格局，纳入试
点的政府和国企在建项目无一发生欠薪
问题。

“工程建设领域产生欠薪问题，关键
在于怎么破解‘没钱发’‘发给谁’‘怎么
发’等难题。为破解‘发给谁’这一难题，
我们狠抓劳资专管员培训管理工作，建
立一支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劳资
专管员队伍。”江西省人社厅劳动保障监
察局负责人杨志俊说，“三年来，江西通
过线上与线下培训相结合，共完成 20多
批次 8000 余名劳资专管员的培训工
作。同时，我们探索建立劳资专管员资
格管理制度，鼓励用人单位对劳资专管
员发放岗位津贴。”

重拳出击 联合治欠

近日，宜春市袁州区某培训公司2名
员工来到该区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送锦
旗，感谢劳动监察大队为他们追回被拖欠

将近一年的工资。据悉，该案件经袁州区
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调查核实，因该公司
负责人郑某以逃匿方式拒不履行工资支
付义务而移送至宜春市公安局袁州分
局。袁州区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在河南
警方配合下，跨省将郑某抓捕归案，追回
了该公司39名员工28.12万元工资。

为严厉打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违法
犯罪行为，江西省人社厅联合省法院、省
检察院、省公安厅出台了《江西省涉嫌拒
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查处衔接工作
办法》，建立了打击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犯罪案件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会
议、通报信息、研究会商案情。

三年来，江西省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
构共查处工资类违法案件 4645件，为近
6.26万名劳动者追发工资等待遇 7.48亿
元，向社会公布重大欠薪违法案件92件，
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罪案件343件，将22家企业纳入失信联合
惩戒对象名单，打出了行政执法、刑事处
罚和信用惩戒为手段的“组合拳”。

下一步，江西省将继续坚定信心，聚
焦“幸福江西”目标任务，坚持源头治理、
综合施策、靶向治疗，进一步做好根治欠
薪工作，为人民幸福美好生活贡献力量。

（侯宏玉 全媒体记者 胡燕梅）

5月25日，记者从江西省商务厅获
悉，江西省商务厅发布省外“百佳赣菜
品牌示范店”第一批拟认定名单，共计
60家门店入围。

记者浏览名单发现，“百佳赣菜品
牌示范店”遍布全国 18 个省（区、市），
其中数量最多的为广东省，共有 13 家
赣菜馆上榜，其次为北京市，共有 11
家餐馆榜上有名。此外，福建省、上海
市也分别有 5 家和 4 家餐馆入围“百

佳”名单。
据了解，省外“百佳赣菜品牌示范

店”评选工作由江西省商务厅与赣商总
会联合开展，旨在鼓励赣菜企业走出
去，培育省外赣菜品牌门店，助推赣菜
产业发展。省外“百佳赣菜品牌示范
店”第一批60家入围门店名单由企业自
愿申报、当地省级江西商会推荐、赣商
总会审核和综合评定。

（全媒体记者 胡燕梅）

省外“百佳赣菜品牌示范店”拟认定名单发布
60家门店入选

景德镇：
数字“魔力”让文物“活”起来

晚上 8 点，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内还
有不少参观者。在“御窑天下·青花秘
境”特展区，两个年轻女孩被正在播放的
动画吸引，驻足在显示屏前许久。这个
动画只有青花瓷中的蓝白两色，动画中
有的人挑着窑柴步履匆匆，有的人不紧
不慢悠闲逛街，中间有制瓷的作坊在从
事炼泥、拉坯、吹釉、画瓷等工序，周边散
布的窑场烟囱里冒着浓烟。

“这是‘动画版’的青花御窑厂图瓷
板，我们采用数字技术让以景德镇御窑
厂为中心的历史画卷‘活’了起来，吸引
人们感受文物的魅力。”讲解员鲁玲指向
一旁陈列的青花御窑厂图瓷板说，此瓷
板展现了清代晚期御窑厂和陶阳十三里
的活动场景，宛如一幅景德镇版的“清明
上河图”，是研究中国陶瓷史、清代御窑
厂、景德镇历史风俗的宝贵资料。

“想不想获得你专属的缠枝花图案
呢？”在“御窑天下·青花秘境”特展区欣赏
完各式缠枝花卉纹饰后，面对这个颇具
吸引力的问题，参观者纷纷拿起手机扫
描展板上的二维码，进入云端“青花秘
境”。伴随着悠扬的音乐，参观者可在“青
花秘境”中选择自己的发型、眼睛、肤色
等，并在督陶官、御窑厂小吏、景德镇窑工
等角色中选择一个身份，通过完成一个
个任务，设计合成专属的缠枝花图案。

近年来，博物馆里的数字化场景越来
越多。走进景德镇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
一面巨大的电子照片墙令人惊叹不已。
照片墙由一张张黑白单人照构成，他们是
景德镇陶瓷工人，照片来自他们的电子档
案。景德镇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用电子
档案的方式，制成“陶工谱”，将10万名景
德镇陶瓷工人的历史“装”进博物馆。

此外，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通过
数字博物馆、云直播、云展览等拉近与参
观者的距离，去年线上游客访问量达
6000余万人次。 （据《经济参考报》）

第八届中国机器人峰会开幕
5月24日，以“机器智联、赋能万物”为主题的第八届中国机器人峰会暨智能经济人

才峰会在浙江省余姚市开幕。近百家参展商携带500余件(套)机器人展品进行展览，展
示最新应用产品、技术成果和解决方案，吸引民众参观。

本届峰会围绕机器人核心关键技术、数字化产业链技术、机器人高端技术应用等重
点领域，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促进传统产业进行改造，推动壮大机器人
产业规模能级。 （据新华社）

55月月2244日日，，机器人在峰会现场为观众讲解介绍机器人在峰会现场为观众讲解介绍。。

南昌国际龙舟赛
44支参赛队伍确定
6月10日至11日，2023年中国南昌

国际龙舟赛将在红谷滩区九龙湖水域
举行。记者从龙舟赛组委会获悉，已确
定有44支龙舟队伍参赛，各项筹备工作
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中，南昌市各县区
参赛队伍正在积极备战。

“我们已收到 44 支队伍的参赛回
函，此次龙舟赛将会是一次十分精彩的
比赛，值得期待。”据2023年中国南昌国
际龙舟赛赛事组织组副组长程娟介绍，
此次比赛设两个项目，分别是12人龙舟
200米直道竞速赛和 22人龙舟 500米联
合对抗赛。12人龙舟200米直道竞速赛
由各代表队独立参赛，22人龙舟 500米
联合对抗赛则采取两两组队参赛形式。

记者在南昌经开区龙舟队训练场
地看到，队员们正在备战 200米直道竞
速赛。“龙舟上的队员都是严格按照身
高、体重进行座位排列的，这样就能让龙
舟划行时获得最佳的平衡和速度。”南昌
经开区龙舟队主教练邹拥民表示，“200
米的比赛，距离比较短，在龙舟赛里是最
具观赏性的，很考验划手的体力、爆发力
和团队协作能力。今年的龙舟赛强队众
多，比赛将会十分激烈。我们会拿出百
分之一百的努力争取荣誉，展现我们团
结拼搏、奋勇向前的精气神。” （高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