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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春晓

司机、电焊工、酒店服务员……

记不清换了多少工作
5月11日，接连下了两天雨的济南终于迎来

晴天。6点多，位于济南市经八路的马路劳务市
场已挤满了来自各地的打工者。在一群四五十
岁的人中，朱士宝略显稚嫩的面孔和他那双干
净的球鞋一样惹人注目。

他个头不高，脸上还是一副没睡醒的神情，
头发不听话地朝着不同方向倔强地倒伏，显得
有些杂乱。他告诉记者，5点起床，来不及吃饭，
他就匆忙出门赶上88路公交车。由于二仙村站
并不是终点站，等他上车时，车上早已坐满了和
他一样去市里打工的人。朱士宝几乎每次都是
一路站过来，运气好的时候走40分钟，赶上堵车
则需要1个小时。

“只有早来晚走才能找到活儿，6点半劳务市
场也就有五六十个人，到了10点多就得有200多人
竞争。招工老板的车一停，大家全围上去，老板就
照着顺眼的挑。”也许因为记者是个女生，不用提
防什么，朱士宝讲起来滔滔不绝，说到激动处就会
挥起右手再甩出去。这个典型的“80”后，说话时会
蹦出一些流行的网络热词，比如“悲催”、“狗血”，
来表达自己打工求职的郁闷心情。

现场情景印证了朱士宝的说法：打工者不
少，来招工的人却寥寥无几，每当有衣着光鲜的
行人经过，大家就会行注目礼般投去热切的眼
神，还有人主动追上去着急又迫切地问：“招人
吗？招啥工？”朱士宝并不太着急，上岗的目标也
明确——— 司机。因为他有驾照，以前当过司机，
比较懂行情，一般来说开小车月工资在1200
元—1300元之间，开大车则是1700元—1800元。

“找一份各方面都合意的工作很难，有老板
嘴上说招司机，可最后让干的却是司机加装卸
工的活儿，而且工作时间也和承诺不符，说是早
8点晚6点，但真干起来经常到晚上9点多，累得
倒头就睡。”面对记者，朱士宝回忆，最累的一
次，他从济南市西部的段店立交桥开车去市中
心泉城路的沃尔玛超市送鱼罐头，自己一个人
把150箱鱼罐头卸下来后再搬到超市的三楼，每
箱20多斤，他上上下下跑了30多趟。“累得腿都
软了，下楼时就跟踩在棉花上一样，回去给老板
停下车后，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也没胃口，眼
前就是有一只烧鸡摆着也不想动一口。老板就
问了我一句‘今天挺累吧？’也没说给点补助，感
觉挺寒心的。”

于是朱士宝辞了职。前后换了多少工作连
他自己也记不清了，司机、电焊工、酒店服务
员……“我就是感觉付出和回报不成比例。去正
规工厂，做流水线上的车间工人，枯燥无聊，干
到50岁也还是个拿着很低工资的底层工人，看
不到发展前景；跟着个体老板干，不给交保险，
关键是工资还不好要，干一个月不给钱，要想拿
到钱就得接着干，就这样一步步被套住了。”朱
士宝无奈地说，

在不断更换工作中，他变得越来越迷茫，不
知道出路在哪里。

父母也在城里打工，但两代人想法不同———

不愿走父辈走过的路
正是因为来回跳槽，朱士宝的收入变得不

稳定，平均起来每月有1500元，但是他的消费习
惯却逐渐城市化，收入所剩无几。他每天在打工
地和家之间往返，不需租房，晚饭一般回家解
决，每顿午饭控制在5元钱左右，通常是两元钱
的馒头搭配上一份青菜。加上交通费、手机费，
再添置点衣服，每月日常必要开销大致在500元
左右。而“追求时髦”的开销却颇大。“有时候朋友

过生日，被叫去省体的‘灰姑娘’、历山路的‘1+1’
唱歌，人均消费差不多100元。”朱士宝说的这两
个地方是城市年轻人经常去的消费娱乐场所。

“再偶尔去饭店吃吃饭、喝喝酒，去网吧上
网，钱就这样没了。”朱士宝说，到现在为止，他
打工11年攒了不到1万元。

这让朱士宝的父母有些难以接受。用朱士
宝的父亲的话说，就是“吊儿郎当没正事，整天
在外面混，干来干去攒不住钱，简直就是白干！”

朱士宝全家都在打工，父亲朱力今年52岁，
此前一直做建筑工，目前在一家锅炉厂烧锅炉，
每天8点上班，工作任务就是用小推车往锅炉里
填煤，要到晚上10点才能下班，每个月有2000元
收入，各种保险都齐全。朱力感觉很满意，已经
干了6年了。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没啥文化，去好多
地方打工人家都不要，能找到一份下力气的活
儿，收入稳定，苦点累点也受得了，但朱士宝老
是挑三拣四，怎么教育都不听。”朱力说。对于干
了大半辈子农活的朱力来说，在年轻人大都不
愿待的高温且吵闹的锅炉厂工作，远比“修地
球”轻松得多。朱力一般每月只能回家一趟。有
时候朱士宝也会去单位看父亲，但是经常得撒
个小谎，明明没工作也说‘正干着呢”，就怕父亲
数落自己。

朱士宝的母亲张杰则跟着包工头在各个建
筑工地间辗转，最近正在济南市五里牌坊一处
工地上打工，能干的无非就是抹灰、扔砖、推小
车这种零工。她的手掌磨起了厚实发黄的老茧，
面容也显得比实际年龄苍老。她说，经常会累得
直不起腰来。一天的收入只有50元。“甭管什
么活儿，好好干才能多挣钱！”这位看起来瘦
弱却撑起半边天的母亲对记者说。

父母认为朱士宝好高骛远，数落他“净做
梦，不务正业”，而朱士宝觉得父母不懂自己，两

代人争吵不断，尤其是父亲脾气暴躁，一喝酒就
爱发火，没法沟通。他和母亲则是白天去市里打
工，晚上回家，但两人交流也很少。很多时候等
朱士宝晚上9点多到家时母亲已经睡了。两人坐
在一起时，“她就会唠叨好好攒钱，将来能在市
里买房子娶媳妇儿，看人家谁谁都有孩子了。”
说得多了，两人相顾无言。他说：“整天起早贪
黑，工作又累又脏，钱还少。看我虽然穿得不好，
但是干净啊。最主要的原因是受不了那种重复
的生活，太枯燥。我打心眼里也不愿意当司机，
除了挣钱娶媳妇，还是想找一份有技术含量也
有发展前景的工作，可以在不断提高技能中找
到新鲜感。我不想和父母一样。”

朱士宝家里还有两亩多地，种的全是红薯，
虽然他会干一些基础的农活儿，但未来并不打

算回到农村依靠土地为生，“我现在的生活状况
应该算是个工人，可是我不想像机器一样只为
钱而工作，我想好好看看这个世界。”朱士宝说
着，目光投向远处。此时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妇人
径直朝他走来，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眼睛直勾
勾地盯着朱士宝手中还有小半水的矿泉水瓶，
一言不发。见老妇人一直在自己身边徘徊不走，
朱士宝便一仰脖子将水全部灌进肚子里。他拍
拍身上的土，起身把空瓶子递给老妇人。老人连
忙笑着道谢，转身离开。“大家都不容易啊！”朱
士宝低着头小声地说。

没有情感寄托，也没有明确的工作方向———

无处安放的青春
朱士宝等了一上午却没有什么活儿，“再

下5天雨，就没饭吃了。”朱士宝的工友王强
扯着嗓门喊道。记者提出请朱士宝和王强一起
找个小饭馆吃饭，两人先是推辞，随后交换了
一下眼神答应了。

在劳务市场附近的餐馆，记者点了4个
菜：把子肉、四喜丸子、蒜苔炒肉和菜花，
“别点了，吃不了浪费！”朱士宝嚷嚷着制止
记者继续点菜。虽然这顿午餐比他们平时的伙
食好很多，但是两人都吃得小心翼翼，尤其是
朱士宝，比较拘谨，只吃青菜，免费小米粥倒
是喝了两碗。

吃饭间隙，聊起二人目前的婚恋状态，朱
士宝的脸上浮现出害羞的神情，先是好强地
说：“还没有女朋友，但是好找。”接着把手
机横在记者面前，指着正在闪动的QQ头像说：
“看，这不就是女孩子吗？”但他随后又叹了
口气，表现出失落的样子：“网聊主要就是打
发时间，找不着对象。”王强接着调侃道：
“现在给他介绍个对象，让他倒贴钱他也
干。我要不是家里给找，现在30岁还在打光
棍呢。”王强是齐河县潘店镇人，目前和另
一个打工者一起在北园大街租了一间平房，
10平方米左右，每月房租200元。他做过建
筑工、安装工、搬运工等短工，每天也仅是
能“挣个吃喝”，并无过多余钱照顾还在老
家的妻子。

眼瞅着已到婚娶年龄，朱士宝的家人和亲
戚给他从镇上的几个村里介绍了相亲对象，他
自己笑言：“看了不下十个了，围在一起能坐
一桌。”但是没一个相中他的，“现在小姑娘
可挑剔了，我没房没车。”朱士宝想在市里
生活，他觉得成年后自己大部分时间是在城
市，熟悉城市生活，而城市年轻人的打扮和
姿态也让他很向往，但又觉得这是种奢望，
全家不足5万元的存款根本无法在城市安家，
“开销也大，现在去赶集买菜，100元都买不
着啥东西。”

记者感到朱士宝很迷茫。没有情感寄托，
也没有明确的工作方向，只是怀揣着对未来的
想象，却缺乏实现梦想的途径，朱士宝的生活
仿佛处于孤岛状态，迷茫又无助。他平常唯一

的“娱乐设施”就是花280元从舜井街买的一
个山寨手机，一来电话就震天响，嘶吼着“爱
上你是我的错”；无聊时就摆弄手机或者同工
友打打牌，“下一步也想去一些女孩子比较多
的餐饮、服装企业打工。”

他经常和工友们互传一些好玩的短信，其
中一条他觉得特别契合自己的状态：“我就像
是趴在玻璃窗上的苍蝇，前途无限光明，但是
找不到出路。”

到5月16日中午，朱士宝的工作还是没着
落，只能先打打零工。其实就这短短的5天，
朱士宝已经换了两个工作。前几天有老板想雇
他当司机，进行物流配送，每月2500元。“需
要经常去外地出差，不适应！”朱士宝干了4
天，领取了300元钱后就辞职了。

记者看到他时，他正在省府前街一个工地
上和两个工友一起铺防水材料，然后抹上水
泥，来回反复，力求平整光滑。当天中午温度
已有29摄氏度，烈日晃得人睁不开眼。朱士宝
满头大汗，身上沾满了泥浆，他们一天铺了
300多平方米，老板如同早上承诺的那样，给
每人120元钱。这天朱士宝心情不错，很大方
地请几个工友喝了冰红茶。

“你不是不愿意到建筑工地干活吗？”
记者问。

“再不干就真吃不上饭了……脑子很迷
乱，也明白自己有些挑三拣四，可我不知道该
如何放下身子来开始第一步。这几天反复想，
眼下有技术含量未来也有一定发展的工作就是
开挖掘机或者当钳工，做装修也不错，或先进
工厂慢慢稳定下来，成为熟练工收入就会越来
越高，也能有一定级别，积累了经验后再出去
单干。”他补充道，“别看我文化水平不高，
但是我学东西很快，有人教我，20来天就能出
徒开工！”

记者一直与朱士宝保持着联系。端午节这
天，两人互打电话问候，他在祝记者节日愉快
的同时，讲了自己现在最后悔的一件事情：15
岁初中毕业时，父母极力主张让他上技校，但
是他死活不想去，当时为此同家人冷战了好几
天。“担心花钱多，学不好给家里增加负担。
现在相当后悔，没有技术走到哪里都站不住脚
啊。如果现在政府能组织便宜点的培训班，我
一定参加！”朱士宝说。

憧憬与迷茫中的行走
—一位新生代农民工的故事

□ 张春晓

济南的夏天，空气里充满着躁热的因子。
在济南市和平路的泉城新时代商业广场，楼顶
的露天屏幕上正播放着电影《梅兰芳》的片段，
喷泉水声、来回车辆的汽笛声，让电影几乎成
了默片。放眼望去，小广场前的排椅上几乎都
是像朱士宝一样的年轻打工者，看到紧张处微
张着嘴巴，十分投入。

通过近一个月的跟踪采访与接触，记者发
现像朱士宝这样的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渐退去
乡村气息，从外表到思维都和城里年轻人相差
不多。对他们来说，外出务工不再像父辈那样
单纯为“挣票子、盖房子、娶妻子、生孩子”，他
们试图在城市中筑梦，通过努力摆脱单调无聊

的生活。
但同时，在他们身上有一股浓重的对未来

的迷茫情绪，梦想并不一定真正能照进现实。
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陷入沿着父辈的
足迹继续抛洒汗水的生活循环之中。正如朱士
宝反复向记者强调的：“50岁后，难道还和父亲
一样，只是一个熟练的锅炉工吗？”

不排除朱士宝身上有着好高骛远的习
性，自身素质并未达到他期望工作的要求，
但是必须要正视的问题是，现在社会倡导对
农民工加强技能培训，然而当许多新生代农
民工具备一定技能成为熟练工后，上升渠道
在哪里？薪酬乃至职务能否像城市白领一样
有不断增加与提高的机会？清华大学人文社
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认为，目前我国制度安

排中一个突出问题是，农民工这种有技术无
地位的“地位上升滞后现象”，已经威胁到
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整体变化。

新生代农民工在梦想和现实之间寻找着平
衡，一旦失衡，就会用激愤的话语或者行动表达
内心深处的迷茫、压抑、不满，对社会稳定带来
很大压力。目前在继续加强对农民工培训的同
时，应拓宽新生代农民工“上升”的空间，如建立
新生代农民工专项培训资金，接纳农民工进入
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并为农民工具有的技术优
势设计出良好的上升通道，真正实现“有术且有
位”。另外，为有创业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提供
创业培训，积极探索新的培训方式，精心安排培
训计划，帮助他们掌握创业知识和技能，尽快融
入社会的“主流”。

■ 采访手记

让梦想照进现实

今年2月20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的一份新生
代农民工调查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
工面临着劳动权益保障等一些共同的问题，但其面
临的问题又有特殊性。

——— 整体收入偏低。据调查，他们平均月收入为
1747 . 87元，仅为城镇企业职工平均月收入(3046 . 61
元)的57 . 4%；同时也比传统农民工低167 . 27元。

——— 劳动合同执行不规范。新生代农民工劳动
合同签订率为84 . 5%，低于城镇职工4 . 1个百分点。
合同签订质量较差，执行情况差。68 . 2%的合同对
于月工资数额没有具体约定。与用人单位签订合同
后，16 . 8%的人未持有正式的合同文本，这为他们
与用人单位一旦发生争议时认定劳动关系、维护合
法权益埋下隐患。

——— 工作稳定性差。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
工外出务工后更换工作的平均次数为1 . 44次，且
每年变换工作0 . 26次，是传统农民工的2 . 9倍。
他们更倾向于采取主动与用人单位结束合同的行
为。换工作中，88 . 2%的人主动提出结束合同。
37 . 6%的人主动辞职是因为工作“没什么发展前
途”。同时，他们更换工作的意愿更强烈，
19 . 2%的人表示近期有换工作的打算。职业发展
空间小，无法满足实现自我发展的愿望，导致他
们工作满意度较低。

——— 社会保障水平偏低。据调查，新生代农民
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
育保险的参保率分别为67 . 7%、77 . 4%、55 . 9%、
70 . 3%和30 . 7%，分别比城镇职工低23 . 7、14 . 6、
29 . 1、9 . 1和30 . 8个百分点。总体看，他们的社会保
险接续情况较差，对于所在单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
的知情程度不高。

——— 职业安全隐患较多。调查显示，36 . 5%的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高温、低温作业问题，41 . 3%的
人工作环境中存在噪音污染，36%的人工作环境存
在容易伤及肢体的机械故障隐患，存在粉尘污染问
题的为34 . 7%，但是用人单位为其采取防护措施的
比重低于传统农民工。其保护条件堪忧，职业病检
查、安全培训落实较差。

——— 企业人文关怀不到位。新生代农民工更渴
望和企业能够紧紧相融。96 . 1%的人表示他们关心
企业发展，但认为企业“不怎么关心”或“完全不
关心”他们的达16 . 9%。认为管理者和普通员工之
间关系不融洽的最主要原因是“管理者不关心职工
疾苦”；而传统农民工认为是“收入及福利待遇差
距过大”。新生代农民工更渴望得到来自企业管理
者的关怀和关注。

此外，职业培训不理想、加入工会比例较低等因
素，也成为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的不利因素。

全总建议，以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集中的非公企
业和中小企业为重点，建立健全工资集体协商制
度，形成“区域谈底线、行业谈标准、企业谈增
长”的薪酬工作格局。在行业集中度较高、小企业
密集的地区，积极开展区域性、行业性工资集体协
商，努力提高协商覆盖范围，使之成为企业工资决
定的主要形式。

全总还建议，“推动社会保险政策法规的落
实，扩大农民工参保面。重点加强在非公有制企业
工作的农民工的参保工作，提高社保统筹层次，实
现社保关系顺利转移和接续。多渠道改善他们的居
住条件，保障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在城镇落户后享有
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住房权益。”

(张春晓 整理)

■ 相关链接

新生代农民工

面临六大问题

◆阅读提示 1亿人——— 这是全国新生代农民工的大致数
字。随着一大批“80”后、“90”后农村青年作为新生劳动
力进入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和我
国“人口红利”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记者一直跟踪采访一位普通的新
生代农民工——— 朱士宝，并与他成了好朋友。这位26岁的小
伙子，家住济南市历城区仲宫镇二仙村，初中毕业后就外出
打工，至今已有11年。

随着采访的深入，记者走入了他的内心世界：梦想和追
求与父辈们不同，不愿重演如歌中所唱的“长大后，我就成
了你”的故事，但是理想与现实的碰撞，又使他感到青春无
处安放。从他身上，可以看到新生代农民工的憧憬与迷
茫……

朱士宝在马路劳务市场“揽活儿”。
张春晓/图

位于济南市经八路的一处马路劳务市场，每天都有不少“揽活儿”的人。 张春晓/图

前段时间，重庆医科大学 6名“ 8 0”后、
“90”后大学生历时大半年，调查走访了重庆、杭
州、西安和济南四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
显示，在受访的667名新生代农民工中，有47%的人
有心理问题，相比之下，城市户口的打工人员有心
理问题的为37 . 43%。一半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平时
几乎没有任何社交活动。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工会的
占17 . 99%，仅为城市户口打工者的一半。对照组的
各项社交活动频率明显高出新生代农民工。

“无人沟通、压力过大、需要伴侣、对未来恐
慌。”有心理学专家分析认为，不排除新生代农民
工自身存在社会阅历浅、抗压能力差、心理脆弱等
问题，但更主要的是，密集型工作、劳动强度大，
进一步增加了其挫折感和孤独感。同时，企业的程
式化管理，缺乏人情味和心灵关怀的氛围，使这些
年轻人人际交往途径匮乏。另外，户籍、医疗、住
房、社保的差异，使新生代农民工明白自己并不是
“正宗的城市人”。虽然有梦想、很自信，且与第
一代农民工相比，其工作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
新生代农民工仍然徘徊在城市社会的边缘。

针对此类问题，有专家建议，从打工者个人方
面来说，应注意完善自己的社会支持系统，建立
合理的情绪宣泄途径。有关部门应加强针对新生
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方面的预防、保健以及治疗
干预工作，在心理咨询普及和教育方面加强工作
力度。企业要建立人性化管理体制，为员工创造
劳动过程当中能自我实现的环境，避免员工出现
孤独、绝望情绪。

此外，应重视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文化生活和情
感归宿，使他们劳动更加体面，生活更有尊严。尤
其要畅通农民工利益诉求渠道，逐步提高他们在
各级党代会、人大和工会代表大会及企业职代会
中的比例，保障其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权利。注
重在优秀农民工中发展党员，逐年增加新生代农
民工在劳动模范、高级技工技师以及有其他突出
贡献者中的比例。

(张春晓 整理)

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

心理问题亟需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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