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楚雄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楚雄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开展

农民工工资争议速裁庭建设

专项行动的通知

各县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属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根治欠薪工作部署，不断提

升农民工工资争议案件办理质效，依法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

益，日前，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转发了《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农民工工资争议速裁庭建设专项行

动的通知》，结合工作实际，现就我州开展农民工工资争议速

裁庭（以下简称速裁庭）建设专项行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

一并抓好贯彻落实。

一、设立速裁庭（或速裁团队）

农民工工资争议案件较多的县市，要在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机构（以下简称仲裁机构）内设速裁庭，其他县市要组建速裁

团队，负责办理农民工工资争议案件。速裁庭（或速裁团队）

组成人员不少于 3 人，并按规定配备书记员。各县市请于 2023

年 7 月 14 日前，将速裁庭（或速裁团队）人员名单报州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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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信访调解与劳动关系科）。

二、建立速裁机制

（一）畅通受理渠道，实现案件“快立”。对符合立案条件

的农民工工资争议案件，各级仲裁机构要做到有案必立，申请

材料齐备的，应当场立案；申请材料不齐备的，要一次性告知

需补正的材料和期限；对欠缺非主要立案材料的，实行容缺受

理，及时立案。对不符合立案条件的，应说明理由，并告知其

他救济渠道。

（二）优化办案流程，实现案件“快审、快调”。对农民工

工资争议案件实行全程优先处理，在立案后 3 个工作日内将仲

裁庭组成人员、答辩、举证、开庭等事项一次性通知当事人。

对符合简易程序的案件，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处理，尽可能与被

申请人协商缩短或者取消答辩期，根据案件情况灵活确定举证

期限，用电话、短信、传真、电子邮件、网站公告等简便方式

送达仲裁文书，快速进入庭审程序。符合要素式办案的，庭前

要认真指导申请人填写要素表，庭审时重点对有争议的要素展

开调查，庭后及时出具要素式裁决书并做好释法说理工作。速

裁庭（或速裁团队）在作出裁决前，应当先行调解，并提出合

法合理的调解方案，达成调解协议的，要当庭制作调解书。

（三）发挥制度优势，实现案件“快结”。对于适用简易程

序处理的农民工工资争议案件，要确保立案后 15 日内审结。

严格执行终局裁决规定，符合终局裁决条件的农民工工资争议

案件，一律适用终局裁决。同时，要认真落实先行裁决先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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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案情较为复杂、部分事实难以查明的，可在查明拖欠工

资事实基础上对工资请求先行裁决，农民工就工资请求先予执

行的，速裁庭（或速裁团队）要依法审核，裁决先予执行的，

应及时向当地同级人民法院移送相关材料。

三、抓好工作落实

（一）建立速裁台账。建立农民工工资争议案件速裁台账，

对案件实行精准统计精准管理，有效管控办案流程节点和审理

周期，确保案件在法定审限内快速结案。对涉及农民工人数较

多、金额较大、社会影响较广的案件，要尽量促成和解或通过

调解解决，仲裁机构负责人要挂牌督办，实行销号管理，确保

案件得到及时妥善解决。

（二）强化调裁衔接。积极引导农民工通过调解方式解决

争议，指导各级调解组织积极参与争议调解工作。要根据案件

实际情况，提出灵活有效的调解意见，引导当事人选择一次性

支付、分期支付等调解方案。落实调解建议书、委托调解、调

解协议仲裁审查等制度，对于涉及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调解协议

仲裁审查案件，仲裁机构应予以优先审查，能达成调解协议且

符合法律规定的，及时制作调解书。

（三）强化裁审衔接。各级仲裁机构要加强与同级人民法

院的沟通联系，用好裁审衔接工作机制，共同建立相互协助查

证制度，以便及时调取、查证相关证据材料；推动落实案件财

产保全、先予执行等工作措施，做好案件材料传递、信息互通

共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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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强化法律援助。对有申请法律援助意愿的农民工，

仲裁机构要主动协助申请司法援助或工会援助。有条件的地

区，可联合司法或者工会共同设立农民工法律援助窗口，选派

经验丰富、擅长办理农民工讨薪案件的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

作者为其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办理、代为参与仲裁等业务，

打通农民工维权“最后一公里”。

各县市在落实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向州局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院（信访解调与劳动关系科）反馈。联系人及电话：

柏玉美，0878-3369252。

楚雄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 年 7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