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茂名日报报道，近日，在化州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楼大
厅，在劳动监察大队工作人员的见
证之下，某储备仓库负责人苏某某
正逐个为农民工兑付此前拖欠的工
资。这一举措大得民心，切实有力
地保障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尽管国家与地方政府已出台
诸多政策及措施，然而农民工欠
薪问题依旧不时出现，已然成为
当下社会备受瞩目的焦点。导致
农民工欠薪的缘由颇为繁杂：部
分企业主出于自私心理或者法律
意识淡薄，蓄意拖欠甚至克扣农
民工工资；有些则是因企业经营
状况不佳，遭遇资金链断裂或者
项目亏损，进而无力按时支付工
资等等。

农民工从事着最为基层且辛苦

的工作，倘若他们的辛勤劳作无法
收获应有的报酬，不但会直接侵害
其自身利益，致使其生活陷入艰难
处境，而且还会对社会稳定和谐产
生影响，损害企业的形象与信誉，制
约社会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所
以，农民工欠薪问题理应引起相关
部门的高度重视。

为有效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
要进一步健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加大针对拖欠工资行为的法律惩处
力度，提升违法成本，从而有效遏制
企业拖欠工资的行径。与此同时，
需明确工资支付的责任主体与时间
节点，保障农民工能够按时足额获
取工资。此外，要强化对企业的日
常监管工作，构建起健全的工资支
付监控制度，定期对企业工资支付
状况予以检查与审计，一旦发现问

题即刻处理。
职能部门还需建立应急处置机

制，一旦发生拖欠工资事件，能够迅
速介入并妥善予以处理，确保农民
工合法权益得到及时保障。并且通
过宣传教育、法律培训等途径，提升
农民工的法律意识与维权能力，让
他们明晰自身的权利与义务以及维
权的方式和渠道，增强其维护自身
权益的信心与勇气。

在工作进程中，可充分借助大
数据、“互联网 +”等信息化手段，
搭建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预警平
台。借助实时监控、动态预警等功
能模块，及时察觉并处置欠薪隐
患。同时达成对农民工工资发放全
流程的线上监管，保障工资支付的
透明度与准确性。

在具体举措方面，要秉持劳动

权益监察检查、案件办理、普法宣
传“三同步”原则推进。运用“线
上 + 线下”的多元方式，全方位开
展劳动者权益保障普法宣传教育活
动，指导并协助企业进一步健全落
实劳动保障各项制度，引导从业人
员依法维权，鼓励农民工遇事先找
法、办事依法依规。

另外，还要全面推进欠薪风险
隐患排查受理、实地化解、重点跟踪
等工作，深入挖掘问题根源，建立工
作台账。切实做到“妥善处理上门
诉求”“圆满完成工资清欠”，积极构
建根治欠薪工作闭环，维护辖区劳
动环境的和谐稳定。要全力打好清
欠防欠“组合拳”，持续巩固拓展根
治欠薪成效，以实际行动全力保障
农民工权益，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倾情护薪暖民心
吴征远（高州）

近日，我所在的学校如往年一
般，全校师生齐聚，为今年即将退
休的数位教师悉心筹备了一场主
题为“感恩奉献，致敬芳华”的退
休仪式。在繁花簇拥以及如雷掌
声的环绕下，老师们泪光盈盈，挥
手致意，于学校领导的深切关怀与
学 生 代 表 的 温 情 拥 抱 里 依 依 话
别。彼时，整个校园都弥漫着和谐

且温馨的气息，教师的自豪与尊严
展露无遗。

每一位退休教师皆是学校弥
足珍贵、不可或缺的财富。他们勤
勉敬业，与学校风雨同舟、患难与
共，为莘莘学子的成长奉献了无数
心血。举办退休仪式，一方面是对
他们多年来辛勤耕耘以及卓越教
学成果的充分肯定与高度褒奖，另

一方面也是向他们表达深深的敬
意与诚挚的感激。这般仪式，能够
极大地强化教师的职业荣誉感与
归属感，使他们因将青春奉献给教
育事业、在讲台之上绚烂绽放而深
感欣慰。与此同时，其对在职教师
亦有着积极的激励功效，能推动他
们更出色地传承教育使命，凝聚教
育合力。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退休并非人生的终章，而是漫漫人
生旅途的关键转折点。挥别了三尺
讲台，退休仪式上的肺腑之言、美好
期许与万千祝福，共同汇聚成退休
教师迈向人生崭新篇章的强劲动
力。这些温暖的力量必将鼓舞着他
们继续扬帆远航，奋勇前行，于银龄
时光里铸就新的璀璨。

为教师举办退休仪式很有意义
雁翥（信宜）

“魔改”
图/文 王怀申 杜燕盛

《甄嬛传》变身“枪战片”，《红楼梦》改
成“武打戏”，孙悟空骑着摩托车扬长而去
……据新华社报道，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
日前发布《管理提示(AI魔改)》，指出近期
AI“魔改”视频以假乱真、“魔改”经典现象
频发，要求各相关省局督促辖区内短视频
平台排查清理AI“魔改”影视剧的短视频，
限期反馈工作情况；严格落实生成式人工
智能内容审核要求，举一反三，对各自平台
开发的大模型或AI特效功能等进行自查，
对在平台上使用、传播的各类相关技术产
品严格准入和监管，对AI生成内容做出显
著提示。

AI“魔改”视频以追求流量为目的，
毫无底线地践踏经典，严重冲击了大众对
传统文化的认知，其过度娱乐化的倾向扭
曲了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正道。广电总局及
时发布管理提示，要求短视频平台排查清
理此类视频并进行自查自纠，这一举措彰
显了监管部门对规范 AI 应用的决心与担
当。这不仅是对经典文化的捍卫，更是对
网络视听空间健康环境的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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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批微企业、微工厂如
雨后春笋般在我市乡村涌现，成功
解决了进城农民工的诸多后顾之
忧。这些微工厂提供的月薪大约在
三千多元，但相较于城市，农民工在
乡村就业能显著减轻交通、住宿等
费用的负担。农民工在乡村就业形
势正稳步向前发展，为乡村振兴奠
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据茂名日报社全媒体报道，电
白区望夫镇花山村的李姨在牛大
力加工厂工作，她喜笑颜开地说：

“我在这儿分拣牛大力，把大小、成

色仔细区分开来，每月能有三千多
元的工资收入，还能抽空忙些农活
并处理家庭琐事。”这家牛大力加
工厂是乡贤能人回乡创办的，车间
里四十多位工人大多是周边村落
的村民，其中女工居多，这里成为
她们的“妇女之家”。近年来，电白
区积极响应省、市“千企帮千镇，万
企兴万村”行动部署，大力倡导乡
贤能人和返乡创业能人在劳动力
相对充足的乡村开办“微工厂”。
众多“农村微工厂”应运而生，一部
分农民成为工人，实现了“家门口”

就业增收的美好愿景。目前，电白
区已拥有近1300家乡村“微工厂”，
年产值超过 30 亿元，带动周边近
30000 人就业，助力从业人员人均
年增收2万余元。

微工厂、微企业在乡村的蓬勃
发展，不仅契合了城乡融合发展的
时代要求，也是民心所向。城乡融
合并非简单的合并与调整，而是涉
及社会公平与人民幸福的深刻变
革。政府应积极谋划，吸引外地城
市企业将大中城市的生产线迁移至
乡村运营，使农村不再被边缘化，而

是成为现代化宏伟蓝图中的亮丽一
笔。这既能激发乡村的生机与活
力，也能让生活在乡村的人们享受
到更加美好的生活。

长期以来，城乡之间差距显著，
如今，融通的桥梁正在逐步构建。乡
村已不再是昔日的旧模样，而是展现
出了一幅现代工农业相互交融、与时
俱进的绚丽画卷。乡村工农业携手
奏响了崭新的时代乐章。当地政府
要加大推进力度，全力动员吸引外地
企业将工厂尽快落户乡村，凭借各类
政策与优惠条件推动大中城市企业

回归家乡。
过去，农民工在城市中艰难求

生，收入不稳定，生活条件艰苦，子女
教育困难重重。随着城乡要素的双
向流动，县域经济注入了强劲动力。
曾经因政策不够完善而未能充分挖
掘与利用的农村土地、资金、人才等
资源，如今开始与城市的资本、技术
等要素深度交融。城市资本下乡，乡
村工厂企业蓬勃发展，道路通畅、景
色迷人、绿水青山环绕，乡村旅游也
随之兴起，农村经济迎来了前所未有
的发展新机遇。如今，乡村不再是城

市的附庸，而是平等的合作伙伴。二
者相互融合、彼此促进、共同成长。
年轻人纷纷选择留乡创业，开拓属于
自己的广阔天地；城市居民也乐意走
进乡村，感受自然与宁静的诗意，尽
享田园生活的美好。

城乡融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
由之路，也是我们共同的奋斗目标
与美好追求。相关政策的有力实
施，不仅着眼于推动农村经济蓬勃
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更致力于让每
一位中华儿女，无论身处何地，都能
充分享受现代化带来的福祉。

乡村微工厂，城乡融合新引擎
王平生（电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