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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月25日晚同多米尼克总理斯凯里特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中多虽然相距遥远，但两
国是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好朋友。建交近
17年来，中多关系取得长足进展，双方在涉
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
持，在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医疗、教育等领
域合作良好，两国人民友谊日益加深。中方
赞赏多方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外交优先方
向，愿继续为多米尼克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力
所能及的帮助。我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中多友好合作关系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习近平强调，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中多携手抗疫，体现出守望相助的深
厚情谊。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多方抗疫，向
包括多米尼克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
和支持，努力让疫苗成为各国人民用得上、
用得起的公共产品，为实现疫苗的可及性和
可负担性作出中国贡献。中多双方要坚定支
持世卫组织发挥应有作用，共同推动构建人
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斯凯里特表示，多中两国建交以来，双
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成为大小国家
关系的典范。中国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致力于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为多米尼克和
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宝贵帮
助。中方为多米尼克等国抗击疫情提供医疗
物资援助，并承诺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
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作出贡献。中国为世界作
出了榜样，是多米尼克值得信赖的真朋友。
多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国和平统
一，坚决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在涉
港、涉台等问题同中国坚定站在一起。多方
赞赏中方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发挥领导作
用，将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多中
关系以及加勒比国家同中国关系不断发展。

习近平同多米尼克总理斯凯里特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1月25日晚同国际奥委会主
席巴赫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以来，国际奥委会主动应对，全力维护
奥林匹克运动团结稳定，为全球抗击
疫情及促进奥林匹克运动持续健康发
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中方赞赏国际奥
委会积极支持中国体育事业，将一如
既往支持国际奥委会工作。中方愿同
国际奥委会及各国一道努力，为安全
顺利举办东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作
出努力，为国际社会早日战胜疫情、实
现世界经济复苏、维护各国人民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作出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国率先控制住国
内疫情并实现经济复苏，为北京冬奥
会顺利举办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严
格落实防控措施，克服疫情影响，积极
推动各项筹办工作稳步向前。目前，北
京冬奥会场馆和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阶
段性成果，赛事组织工作有序开展，赛
会服务保障工作全面推进，宣传推广
持续升温，国际交流合作深入开展，可
持续发展和遗产工作成效显著。我们
以筹办北京冬奥会为契机，推动冰雪
运动普及发展。相信在有关各方大力
支持下，中方一定能够如期完成各项
筹办任务，做好全面准备，确保北京冬
奥会取得圆满成功。北京作为国际上
唯一举办过夏季和冬季奥运会的“双奥城”，将为国
际奥林匹克运动作出独特贡献。

巴赫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取得出色成绩，经济率先实现恢复，成
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我表示衷心祝贺。
在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和中国人民大力支持下，北京
冬奥会各项筹备工作克服疫情影响，进展非常顺利。
国际奥委会支持中方举办一届绿色、共享、开放、廉
洁的冬奥会理念，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确保北京冬奥
会成功精彩安全。这不仅将使在3亿中国人推广冰雪
运动的愿景成为现实，也将有力促进国际奥林匹克
运动发展。国际奥委会致力于维护奥林匹克精神，反
对将体育运动政治化，愿同中方继续加强长期战略
合作。衷心祝愿中国人民新春快乐！祝中国人民在新
的一年里取得新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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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一段时间是农民工工资的结算高
峰，也是工资结算争议多发期、高发期。正在
进行的“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进展如何？
眼下还没拿到拖欠的工资该怎么办？记者专
访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保障监察局
局长李新旺。

问题一：“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开展
以来，解决了多少欠薪问题？

答：2020 年 11 月 6 日至 2021 年春节前，
“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在全国开展。截至目
前，人社部本级直接转办督办欠薪线索3274
件，挂牌督办重大欠薪案件和领导批示案件88
件，部局对欠薪问题多发的4个地市、3个县
（区）政府及部分中央企业负责人实施约谈，对
7个欠薪信访问题突出的省份发出风险提示
函，对吉林、湖北、广东、云南等四省的在建工
程项目工资支付和相关制度落实情况进行抽
查审计。一批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及时拿到了
应得的工资报酬，有关违法企业和责任人受到
相应惩处，专项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

截至 1 月 15 日，各地共检查用人单位
39.99万户；办结欠薪案件31629件，为37.64万
名劳动者追发工资 37.6 亿元，其中包括为
32.62万名农民工追发工资33.32亿元；向公安
机关移送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案件414
件，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63件；公布重大欠薪违
法行为601件，列入欠薪“黑名单”管理236件。

问题二：发生欠薪应该怎么投诉？怎么才
能有效维权？

答：如果欠薪发生，劳动者可以拨打各地
人社部门的政策咨询热线电话 12333，通过
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对外公布的投诉电话、投
诉信箱、接待窗口或网上投诉渠道维权。人社
部门户网站的“根治欠薪进行时”专栏，公布
了全国所有省级和地市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

的举报投诉电话。
为方便大家更好投诉维权，不再受时间

和地域限制，2020年12月14日，人社部在网
页版“根治欠薪进行时”的基础上，又开通了
基于微信的小程序“全国根治欠薪线索反映
平台”。大家可以扫描平台二维码登录，也可
以在人社部微信公众号的“人社服务”栏目中
选择“根治欠薪”，登录后提交欠薪线索。这个
平台每一条线索都会有专人跟进办理，目前
在国务院微信客户端也实现同步上线。

问题三：一些劳动者反映在“全国根治欠
薪线索反映平台”提交欠薪线索后还没得到
回复，这是怎么回事？

答：人社部门在春节前将协调集中攻坚，
采取更实举措集中整治欠薪问题。

一是就解决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
步加强集中调度，督促地方精准发力解决欠
薪问题。

二是部署根治欠薪集中接访，组织各地
领导小组办公室在2021 年春节前开展集中
接访活动，各相关成员单位派出专人实行联
合办公、联合接访，集中化解群众反映的欠薪
矛盾纠纷。

三是实行复杂疑难案件提级办理，省、部
监察局对典型案件进行挂牌督办。实施重大案
件领导包案制度，部署各地按照谁主管谁负责
的原则，在春节前对重大案件由人社部门和领

导小组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亲自包案落实，
建立台账，一抓到底，不结案不得销号。

四是要求各地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欠薪问
题多发的国有企业和互联网平台等企业负责
人进行约谈，开展警示教育，约谈情况主动向
社会公开。

五是要求各地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意识，
坚持底线思维，对企业一时难以清偿欠薪或出
现企业主欠薪逃匿等情况，切实简化工资保证
金、应急周转金动用程序，及时垫付农民工工
资或基本生活费，做好欠薪应急兜底保障。

问题四：还有一些劳动者反映已经拿到
仲裁裁决或者法院判决，但还是拿不到钱怎
么办？

答：“执行难”现象一直存在，这直接关系
到解决欠薪问题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每一
份工资，都关系到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每解决
一笔，就能帮助一个家庭。这块“硬骨头”必须
努力“啃”下来。

下一步，领导小组办公室将组织各地对
涉及欠薪并进入执行程序的司法判决、仲裁
裁决和人社部门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案件，进
行全面梳理排查，由各地根治拖欠农民工工
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协调，会同同级
法院、检察院在2021年实施集中执行活动，
推进化解农民工赢了“官司”拿不到钱的问
题。 （据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

每解决一笔，就能帮助一个家庭
——人社部劳动保障监察局局长李新旺详解“根治

欠薪”四大焦点问题
新华社记者 姜琳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黑龙江省全
力抓好“菜篮子”产品生产，保障生产
资料物流畅通，增强应急保供能力，确
保肉蛋奶自给有余，蔬菜储备充足。
图为1月25日，消费者在哈尔滨市香
坊区一家大型连锁超市购物。

新华社记者 王松 摄

黑龙江省
全力保供群众“菜篮子”

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记者魏玉坤 刘夏
村）非法违法“小化工”、小作坊安全风险隐患大，极
易引发安全事故。记者25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自
去年8月至今年1月以来，全国共查处各类非法违法

“小化工”1489处。
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推进危险化学品安全专

项整治三年行动深入开展，去年8月，国务院安委会
印发方案，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非法
违法“小化工”专项整治，整治非法违法生产、储存化
工产品及使用化工产品非法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的“小化工”、小作坊、黑窝点。

据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专项整治分为动
员部署、排查整治、巩固提升三个阶段进行，当前处于
排查整治阶段，各地正在组织力量集中开展全面排
查，建立清单台账，排查出一批安全风险隐患，主要包
括超许可范围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以挂靠、租赁或

“厂中厂”等方式非法违法生产化工产品等问题。
国务院安委办要求，各地各部门深入开展非法

违法“小化工”专项整治。要加强组织领导，将非法违
法“小化工”专项整治作为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计划领导机构和工作专班的重要专题，深入开展，
务求实效。要有力有序推进，紧密结合实际，制定具
体实施方案，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落实。要强化督促考
核，依法依纪严肃问责，推动各项任务如期完成。

近半年来全国共查处
违法“小化工”超1400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