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远赴阿尔及利亚淘金
辛苦做工拿不全工钱

2014年春节前， 出于改善生
活、 多挣一些钱和开阔眼界的需
要， 郭双涛等人经张某介绍， 前
往非洲的阿尔及利亚打工。

一到那里， 他们才知道什么
叫高温酷暑， 什么叫挥汗如雨。
在当地， 虽然苦点累点， 经常加
班， 但想想在家生病的父母、 等
待学费的孩子， 他们觉得能挣到
钱才是最重要的， 其他的一切都
可以克服。

一晃， 半年多过去了， 到了
该发钱的日子。 可是， 公司却未
按期支付当初承诺的劳务费。 除
了20多人领到一部分劳务费外，
还拖欠其他人劳务费、 出国合同
押金等， 合计90多万元。

积怨爆发围堵工地
驻阿使馆出面协调

眼看大半年的辛苦就这样打
了水漂， 郭双涛等人和公司屡次
交涉， 均无效果。 慢慢地， 他们
由不满变愤怒， 一度发展到围堵
工地， 拦截张某的程度。

而张某能躲就躲 、 能藏能
藏， 实在躲不过去了， 就以种种
理由推脱应付。 之后， 又消失得
无影无踪。

历经一个多月的讨薪过程，
他们的情绪变得更加急躁了，从
无助无望到了愤怒绝望。 他们于
是想到向中国驻阿大使馆求助。

在大使馆的协调下， 公司法
定代表人袁某为部分工人打下欠
条， 加盖了公司的印章。 拿到了
欠条， 大家像吃了一颗定心丸，
暂时安静下来。

可是， 由于袁某一口咬定现
在没钱， 又交涉一个多月后， 即
当年10月， 郭双涛等人无奈带着
深深的遗憾返回国内。

签证不同单位不同
援助律师详查案情

回国后， 郭双涛等人心里并
不平静。 经打听， 他们得知北京
致诚公益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可
以为农民工提供免费的法律服
务。 于是， 他们在2015年10月29
日来到中心咨询。 中心了解到他
们的情况后， 当即决定受理他们
的申请， 并指派经验丰富的7名
律师承办此案。

律师们一边叮嘱他们不做过
激违法的事， 一边加速案件立案
前的准备工作。 因涉及人数多，
所欠款项复杂， 中心安排高军生
律师 、 张志友律师准备办案思
路、 代理词、 考勤表、 工资表以

及出庭的相关手续。 霍薇律师和
李律师、 郝律师负责起诉状和证
据的整理和归纳， 由时福茂律师
对办案思路和代理意见进行最终
把关。 另外， 还有3名律师助理
负责指导当事人填写援助手续并
对图表进行汇总。

为了确保诉讼的准确性，律
师将他们手工绘制的考勤表、工
资表制成电子表格， 并一一进行
比对，确保无误。 在这一过程中，
律师们了解到，48人的签证不同，
工作单位不同， 其诉求涉及到两
家公司、两类签证、两类诉求、两
批证据，案情比较复杂。

认真分析案件性质
准确界定管辖法院

高军生律师说， 这些人中，
16人与北京一家建筑工程劳务有
限公司签订 《劳务合同》， 32人
与中国某国际商务有限公司签订
《劳务合同》。 一部分人持工作签
证出国务工， 其他人持商务签证
出国务工。

这些人的诉求分为两类。 其
中， 22人请求支付劳务费， 26人
请求返还出国合同押金。 由于持
有商务签证的工人为非法务工，
所以建筑公司没有代发这部分工
人的劳务费， 他只发了持有工作
签证的工人的工钱。

高军生律师说， 这些工人分
别在两个项目上施工， 一处是阿
尔及利艾因泰穆尚特省684套住
宅项目， 系该建筑公司与中铁十
七局签订 《劳务分包合同》。 另
一处为阿尔及利亚奥兰大学城
4000床项目工程， 系该建筑公司
与中建某公司签订 《劳务分包合
同》。

援助律师查询到该建筑公司
法定代表人和投资人为袁某。 通
过香港律师的帮助， 又查询到涉
事商务公司的注册信息， 其股东
为袁某。

“这是一起群体性劳务合同
纠纷，而且是涉外劳务关系。 ”高
军生律师说， 这些工人以前在国
外工作，现在回到了国内，在国内
又有在香港注册的公司， 要告状
必须先弄清楚哪里的法院有管辖
权，该怎么告，告哪个公司。

从证据上看， 郭双涛等27人
持有建筑公司出具的加盖公章的
欠条， 另有1人持有建筑公司盖
章的收据， 其余20人持有 《新乡
获嘉7—8月结算单》。 该结算单
显示 “合同押金10000元”， 结算
单有每个人的签字手印和建筑公
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袁某签字。

“之所以说这个案件属于涉
外劳务关系， 是有事实原因的。”
高军生律师说 ， 其涉外因素包
括： 这些工人在阿尔及利亚境内

从事建筑工作， 务工的法律事实
发生在阿尔及利亚境内， 属于劳
务合同履行地涉外。

“在涉外劳务关系司法管辖
方面， 《民事诉讼法》 第265条
有明确的规定。 《涉外民事关系
法律适用法》 第41条也规定， 当
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
律。 当事人没有选择的， 适用履
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
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 或者
其 他 与 该 合 同 有 最 密 切 联 系
的法律。” 高军生律师说， 本案
的劳务公司在我国境内， 劳动者
亦为我国公民， 此前劳动者虽然
在阿尔及利亚工作， 但提起诉讼
时已回到国内， 此时劳务合同履
行地已经在境内， 故我国法院有
权管辖。

当日来京当日立案
当日开庭当庭判决

在确定本案争议焦点时， 律
师们综合分析各方面因素后形成
一致意见： 尽管部分工人与商务
公司签订 《劳务合同》， 可能妨
碍以建筑公司作被告， 并向建筑
公司主张支付劳务费及出国合同
押金。 但是， 在对方抗辩时， 可
以以商务公司并未实际用工， 两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袁某， 建
筑公司已向工人支付劳务费用，
且为工人出具了欠条及结算单等
进行辩护。 此外， 还有建筑公司
与总承包签订的 《劳务分包合
同》 可以作证， 建筑公司必须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过20天紧张的准备， 39名
农民工如约来到援助中心。 援助
律师分为两组， 一组负责让当事
人填写援助手续、 起诉状、 缓交
诉讼费申请书、 诉讼代表人推选
书、 授权委托书； 另一组冒雨前

往石景山法院立案。
当天上午， 共立案39人。 下

午， 郭双涛和田敬学来到北京，
再次去法院立案， 当天共立案41
人。 之后又陆续有6人来京立案，
最后一名立案者叫朱凤林， 因他
已经在菲律宾务工， 故通过快递
寄回相关立案材料， 也顺利立了
案。 至此， 当事人实现了当日来
京、 当日立案， 当日返家， 最大
限度降低了诉讼成本。

立案后， 由于联系不上建筑
公司， 其法定代表人袁某只有出
境信息而无入境信息， 法院只能
进行公告送达庭审材料 。 前几
天， 法院准时开庭审理此案时，
被告建筑公司未到庭应诉。

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建筑公
司在结算单中盖章确认原告合同
押金10000元 。 虽然该结算单为
复印件， 但结合结算单一般由公
司保留惯例、 证人证言及其他共
同诉讼之原告的证据及陈述， 法
院认为该结算单中显示的合同押
金与其他共同诉讼之原告方提交
的欠条中包含合同押金应属一
致， 均证明被告未能返还合同押
金， 被告亦未能提交充足的证据
证明合同押金已经返还或者存在
不予返还的情形， 故法院对原告
这一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法院认为， 原被告之间成立
劳务关系， 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履
行合同义务。 原告主张公司欠发
劳务费， 并提交欠条为证， 法院
认为原告主张事实清楚， 证据充
分， 依法予以支持。 被告建筑公
司经本法院公告传唤， 公告期满
未到庭应诉， 应视为放弃抗辩和
质证的权利。

综上， 法院在审理后于当庭
判决： 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七
日内支付原告合同押金、 劳务费
共计905276元。

编辑同志：
搬新居后， 我办理了宽带业

务， 安装了无线网络路由器。 邻
居王某为省下上网费用， 购买了
一台无限蹭网器， 通过连接我的
无线路由器 “蹭网”。

因王某一家经常下载、 观看
影视及玩游戏等， 导致网速不但
受到严重影响， 甚至造成手机、
电脑 、 电视机的网络 “瘫痪 ”。
我 曾 数 次 更 改 密 码 ， 却 均 无
济于事 。

无奈之下， 我曾上门要求王
某停止 “蹭网”， 可其不但置之
不理， 反而理直气壮的表示， 其
既没偷又没抢， 我不能拿他怎样。

请问： 我真的就只能自认倒
霉吗？

读者： 毛梓姗

毛梓姗读者：
无需自认倒霉 ， 因为对于

“蹭网”， 必须视情况承担三种法
律责任。

一方面 ， “蹭网 ” 应当承
担民事侵权责任 。 即王某的行
为， 已经导致你家网速受到严重
影响 ， 甚至出现网络 “瘫痪 ”，
侵犯了你的正常使用权， 而 《民
法 通 则 》 第 一 百 三 十 四 条 第
（一） 项和第 （二） 项， 《侵权
责任法》 第十五条第 （一） 项和
第 （二） 项均明确规定， 对于侵
权行为， 受害人有权要求停止侵
害、 排除妨碍， 遭受损失的， 还
可以索要赔偿。

另一方面， “蹭网” 应受到
行政处罚。 因为 《电信条例》 第
五十九条、 第六十八条已分别规
定：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有
下列扰乱电信市场秩序的行为：
(一 ) 采取租用电信国际专线 、
私设转接设备或者其他方法， 擅
自经营国际或者香港特别行政
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电信业务； (二) 盗接他人电信
线路， 复制他人电信码号， 使用
明知是盗接、 复制的电信设施或
者码号； ……” “有本条例第五
十九条第 (二)、 (三)、 (四) 项
所列行为之一， 扰乱电信市场秩
序，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尚不构成犯罪的， 由国务
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或者省、 自
治区、 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依据
职权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
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罚
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
不足1万元的， 处1万元以上10万
元以下罚款。” 即有关部门可以
对王某给予行政处罚。

再一方面 ， “蹭网 ” 也能
受到刑事制裁。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 第八条规定： “盗用他人公
共信息网络上网账号 、 密码上
网， 造成他人电信资费损失数额
较大的， 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
条的规定， 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
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也指
出： “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
至三千元以上、 三万元至十万元
以上、 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
的， 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
六十四条规定的 ‘数额较大 ’、
‘数 额 巨 大 ’ 、 ‘数 额 特 别 巨
大 ’。” 即只要他人的损失达到
“一千元至三千元以上 ”， “蹭
网” 人便难辞其咎。

（颜东岳）

□本报记者 赵新政

7律师协作援助 一审判决还钱！
48农民工远赴非洲务工 单位欠薪90万拒不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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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蹭邻家网络
或需承担3种责任

没出过远门的河南省获嘉县农民郭双涛、 田敬学等48人， 听说能到国外打工挣高工资， 几乎没经
考虑就应承下来。 可是， 在非洲干了大半年， 到该结清工钱的时候， 老板却留下一部分 “尾款” 不发
了。 问其原因， 竟然是 “没有钱了”！

这该怎么办？ 身处异国他乡、 语言不通、 与当地政府无法沟通， 找谁来主持公道？ 后来， 尽管中
国大使馆出面协调， 老板仍以没钱为由来搪塞。 无奈， 他们只得回国。

由于不甘心就这样下去， 他们又从老家来到北京， 向致诚公益求助。 致诚公益派出7位律师， 为其
提供免费法律援助。 近日， 一审法院在欠款单位缺席的情况下， 判决其全额支付拖欠农民工的合同押
金、 劳务费等合计905276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