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欠薪工作汇报材料 根治农民工欠薪
工作汇报(实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

欠薪工作汇报材料篇一

根据《修文县根治欠薪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要求，
由清欠办牵头，每周三召开一次专班工作调度会，负责研究、
调度专项整治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督促整改，安排部署下步
工作。4月20日召开了第一次工作调度会，对专项整治工作问
题排查阶段工作进行了业务培训，对排查工作、欠薪线索处
置等进行调度，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4月27日，5月11日，5
月18日县清欠办分别召开了三次调度会，对各类欠薪线索处
置再细化、再分类，明确责任部门，落实包保责任，限期进
行化解。截至目前，县清欠办向各单位部门发出督办函24份，
提示函14份，向各分管县领导征求意见5人次。

结合省市反馈重大项目清单和县每月的开工重点项目清单，
对在建项目和新开工项目未纳入大数据平台监管的，督促项
目实施主体及时完善相关手续，纳入保障农民工工资大数据
平台监管。截至目前，全县排查项目208个，纳入大数据平台
监管的.项目55个（今年新纳入监管的乡村振兴项目20个），
其中400万以上18个，综合达标率90%以上，筹备状态9
个，400万以下纳入台账式管理的28个。

20xx年，收取农民工工资保证金项目7个，涉及资金413.21万
元，其中现金4个涉及220.19万元，银行保函3个涉及193.02
万元。截至目前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余额5199.53万元。



20xx年，劳动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立案9件，结案8件，1件正在
处理中。

截至6月24日，收到工伤认定申请86件，已完成工伤认定79件，
7件在调查取证程序中。

欠薪工作汇报材料篇二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根治欠薪工作决策部署
和省委、省政府有关工作要求，持续巩固根治欠薪工作成果，
推进根治欠薪工作，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
现将2022年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有关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1、强化依法行政，建立快速查处机制

为有效遏制拖欠劳动报酬、劳资纠纷多发态势，县劳动保障
监察局敢于担当，主动作为，加大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
违法案件查处力度。对举报投诉案件坚决做到快立、快查、
快处，重点做好线上举报投诉查处工作。对各类举报投诉案
件基本实现动态清零。

2、强化日常巡查和专项检查，建立长效机制

一是扎实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执法行动
和“双随机、一公开”等专项检查和日常巡查工作，对拖欠
劳动报酬等违法行为实行源头预防、动态监管。

二是按照省治欠办《关于开展集中整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专项行动的通知》（鄂治欠办〔2022〕3号）文件要求，与住
建、交通、水利等部门人员组成联合检查组，在全县范围内
开展根治欠薪专项行动，以招用农民工较多的工程建设领域
和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及受疫情影响严重的欠薪易发多发行
业为重点，开展了全方位、无死角的`排查，及时发现和化解
欠薪隐患。



三是根据全省根治欠薪“两清零三确保”工作要求，对根治
欠薪攻坚行动、构建根治欠薪问题长效机制等工作进行再部
署、再动员。对欠薪违法行为重拳出击，加大对欠薪违法行
为惩处力度，对重大疑难存量案件集中研判，并拟定下一步
工作思路，加强对积案的多元化化解力度，持续巩固“双清
零”成果。

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在随县工程建设领域落地生
根，积极联动住建、交通、水利、国土资源等行业监管部门，
在全县工程建设领域大力推进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建设，
共计落实信息化监管工程建设项目55个。通过落实农民工工
资支付保障制度全覆盖，全县工程建设领域实名制管理制度、
农民工工资专户制度、总包银行代发制度、农民工工资保障
金制度、公示牌制度基本实现全覆盖，从源头上遏制住了工
程建设领域欠薪多发频发的态势。

2022年，累计受理举报投诉案件318件，其中：线上信访投诉
案件234件（全国欠薪平台反映线索68件；12345市长热线166
件），线下投诉案件84件，各类举报投诉案件基本实现了动
态清零，对6起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进行了立案查处，其中：
移送法院5件，移送公安机关1件，累计为617名农民工追回被
拖欠工资895余万元。

一是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加大《劳动法》、《劳动合同
法》、《社会保险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等法律法规
的宣传力度，进一步规范劳动用工行为，推进和谐用工。重
点加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湖北省保障农民工
工资支付办法》学习宣传，采取线上和线下相结合、集中宣
传和分类实施同步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广覆盖的
开展执法宣传活动，营造良好社会舆论氛围。

二是进一步加大制度落实，实施源头治理。以《保障农民工
工资支付条例》为抓手，进一步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制
度全覆盖工作，做到“事前有预防、事中有监控、事发快反



应”的要求，不断健全完善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部门联动、
日常管理、应急处置等相关工作机制，按照“属地管理、分
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形成由政府负总责、人
社局牵头、各行业主管部门及镇、村、社区具体负责的工作
格局。

三是进一步强化日常监管，落实主体责任。围绕“两确保、
一避免”这一总体思路，强化根治工资拖欠问题的源头治理，
进一步健全完善目标责任制度，进一步压实管理、监督、处
置等主体责任，实现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依法监管、
协作配合、齐抓共治。

四是进一步优化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服务。加大对群众举报投
诉案件的查处力度，及时查处各类投诉举报案件，提高办案
质量和办案效率，严格履职尽责。畅通举报投诉渠道，加大
日常执法监督，确保投诉举报案件结案率达到99％以上，对
严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用人单位，加大惩处力度，坚
决杜绝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现象的发生。

欠薪工作汇报材料篇三

今年以来，鄯善县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吐鲁番市关于解决
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的文件精神，采取有力措施，加强执法
检查，开展专项治理，完善制度办法，扎实做好根治拖欠工
作，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

加大政策法规宣传，提高维权意识。突出工程建设领域和农
民工两个重点，组织开展《劳动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培训，同时，通过发放宣传资料、
举办培训班、现场咨询、实地走访等形式大力开展法规、政
策宣传活动，不断提高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遵法守法意识和依
法维权意识。截至目前，开展集中宣传1场次，发放劳动保障
宣传资料423份，召开座谈会1场次。



畅通投诉举报渠道，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依托国家根治欠
薪线索反映平台、投诉举报电话、举报投诉“二维
码”、12345政务服务热线、网信办转办等多种渠道，广泛受
理群众投诉举报案件，让劳动者投诉有门、求助有路。今年
以来，现场投诉189人次，受理投诉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5件，
立案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5件，为86名农民工追发工
资91.81万元。

强化巡查监察力度，消除欠薪隐患。在工程建设领域设立农
民工维权告示牌和农民工工资发放公示牌，并将其纳入日常
巡查、专项检查范围，认真开展实地检查巡查；改进监察执
法从“事后查处”向“事先预防”转变，积极开展人社领域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治欠行动。落实劳动合同签订，规
范劳动用工行为，责令用人单位与职工补签劳动合同486份。
同时，认真审查用人单位提交的.书面材料，对审查不合格的
用人单位要求其限期整改，有效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欠薪工作汇报材料篇四

2022年初以来，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武川县住建局认
真落实关于上级关于农民工服务保障工作的'各项工作部署，
围绕目标，强化责任，从就业服务、安全培训、工资保障、
住房关爱等各方面开展工作，为我县建筑领域农民工法律权
益保护发挥了积极作用，现将本年度农民工服务保障工作总
结如下：

住建局全力贯彻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要求，对
在建工程全部推行建筑工程实名制管理，对农民工工资要求
设立分账管理、专户发放，确保专款专用。把隐患卡死在源
头，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被侵害。

我局日常对在建企业劳务用工进行巡查，规范企业用工方式，
对有农民工工资支付隐患的企业，住建局主要领导约谈存在
问题施工企业及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要求建设单位认真履



行工程款拨付，施工企业全面摸清劳务班组情况，相互理解，
相互配合，形成合力，进一步加强项目管理和外来人员管理，
规范建筑劳务用工和工资支付行为，及早将农民工工资纠纷
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全力维护建筑工地和谐稳定。住建局
将加大对农民工工资监管和查处力度，并设有专门办公场所，
积极做好农民工工资拖欠投诉接访工作。如发生拖欠工资或
劳资纠纷而引发的群体性的事件，将给予相关责任单位严厉
处罚。

2022年5月住建局召开了全县建筑行业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大会，
组织全区在建工程建设单位、施工企业、监理企业负责人100
余人参会，切实加强建筑行业安全教育和安全生产，进一步
规范企业用工行为，保障农民工工作环境安全。

我局多次组织人员现场对在建工程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
训、应急演练教育等，通过设置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
接受群众咨询等形式，结合施工现场实际，向广大农民工广
泛宣传了安全生产法、用电用气、消防与火灾防治规范施工
行为，加强农民工自身安全意识，降低安全生产事故隐患。

加大农民工住房保障力度，对在城镇务工并符合条件的农民
工，支持其申请保障性住房。

欠薪工作汇报材料篇五

今年以来，鄯善县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吐鲁番市关于解决
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的文件精神，采取有力措施，加强执法
检查，开展专项治理，完善制度办法，扎实做好根治拖欠工
作，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

加大政策法规宣传，提高维权意识。突出工程建设领域和农
民工两个重点，组织开展《劳动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培训，同时，通过发放宣传资料、
举办培训班、现场咨询、实地走访等形式大力开展法规、政



策宣传活动，不断提高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遵法守法意识和依
法维权意识。截至目前，开展集中宣传1场次，发放劳动保障
宣传资料423份，召开座谈会1场次。

畅通投诉举报渠道，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依托国家根治欠
薪线索反映平台、投诉举报电话、举报投诉“二维
码”、12345政务服务热线、网信办转办等多种渠道，广泛受
理群众投诉举报案件，让劳动者投诉有门、求助有路。今年
以来，现场投诉189人次，受理投诉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5件，
立案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5件，为86名农民工追发工
资91.81万元。

强化巡查监察力度，消除欠薪隐患。在工程建设领域设立农
民工维权告示牌和农民工工资发放公示牌，并将其纳入日常
巡查、专项检查范围，认真开展实地检查巡查；改进监察执
法从“事后查处”向“事先预防”转变，积极开展人社领域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治欠行动。落实劳动合同签订，规
范劳动用工行为，责令用人单位与职工补签劳动合同486份。
同时，认真审查用人单位提交的书面材料，对审查不合格的
用人单位要求其限期整改，有效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