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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情不错，但缺保障与前途
“包工制”之下，市民多觉建筑工人没保障；考虑个人职业规划，年轻人多志不在做高级建筑技工

本报记者 李凤仪 姚楠

不让“有毒”农产品上餐桌
双节将至，菏泽对19种市民常食蔬菜进行农药残留检查

本报菏泽12月12日讯(记者
李贺) 为确保元旦和春节期间农
产品质量安全，让市民吃上放心
菜，12月14日至12月20日，菏泽市农
业局将随机抽取七个县区生产和
销售中的蔬菜，开展蔬菜农药残留
监测工作。

据了解，本次监测涉及牡丹
区、开发区、定陶、成武、单县、鄄
城、东明等七个县区，监测重点在
蔬菜生产基地、农产品批发市场、
农贸市场和超市，以当地主要蔬菜
与消费品种为主。“选择胡萝卜、黄
瓜、番茄、大白菜等19种样品，这些
都是菏泽市民餐桌上的常见菜

品。”菏泽市农业局质检中心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此次他们将重点监
测甲胺磷、氧化乐果等22种农药残
留成分。

此外，为了维护了“三品”品牌
公信力，本次监测将重点加强“三
品一标”(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
品、有机食品、地理标志农产品)认
证基地的抽检。

据介绍，一旦发现不合格的蔬
菜样品，有关部门将对生产或经营
不合格样品的批发市场、生产基
地、超市依法进行查处，不让不合
格蔬菜上百姓餐桌，让市民吃上放
心蔬菜。

7000多斤注水病害生猪产品被没收
菏泽将继续严查私屠滥宰、注水等违法行为
本报记者 董梦婕

元旦、春节多买一些肉类以及
肉制品，已成为很多菏泽市民的习
惯。12日，记者从菏泽市商务局了解
到，1-10月份，菏泽共取缔非法屠宰
窝点13处，没收注水、病害生猪产品
3640公斤，保障了消费安全。

记者调查了解到，近日，猪肉
零售价有所下降，根据上周五数据
检测数据显示，精瘦肉价格由27 . 6

元/公斤降到27 . 5元/公斤，五花肉
价格由24 . 73元/公斤降到24 . 2元/

公斤。此外，随着圣诞、元旦、春节
的来临，现在已有部分超市推出了
包括肉类降价在内的系列优惠。这
种情况之下，已有不少菏泽市民着
手购买“过年肉”，猪肉的需求量渐
渐放大。

为确保市民吃上放心肉，菏泽
市商务局工作人员表示，将在之前

整治的基础上，继续开展生猪定点
屠宰、瘦肉精等专项整治活动，严
厉打击私屠滥宰、注水等违法行
为，对发现的企业违规行为，督促
企业尽快改正，跟踪落实，确保整
改到位。

据了解，1-10月份，菏泽定点
屠宰生猪135 . 77万头，查处各类违
法案件78起，取缔非法屠宰窝点13

处，没收注水、病害生猪产品3640

公斤。
此外，菏泽市商务局还将开展

酒类流通领域的专项检查，进一步
促进酒类流通市场的规范发展，针
对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及时发布预
测预警信息。今年以来，该局已对
菏泽市429户酒类销售单位和126户
餐饮单位进行了检查，确保市场繁
荣稳定。

在采访中，多位建筑工人、项
目经理告诉记者，四川籍建筑技
工在菏泽比较受欢迎，一些工地
上“川军”甚至占到全部项目建设
人员的六七成。除了吃苦耐劳，由
正规劳务公司带队，而非包工头
揽活，从而使工程质量有保证，也
是“川军”在菏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12日下午5时30分许，在和平
路一家建筑工地，记者遇到了刚
下班的四川籍建筑工人老王。他
告诉记者：“这个工地上几乎所有
的木工都是我们四川的，像这两
座刚盖好主体的楼里，有60%到
70%都是四川建筑工！”

老王的职业自豪感和他是个
“有组织的人”分不开的。交谈中，
他一直向记者强调“他们是不胡
乱接工程的”，原来他已和四川某
劳务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这次
来菏泽做项目就是公司派来的。
和许多菏泽人觉得干建筑没前途
不同，老王觉得，因为是“公司
人”，签了合同，除了累点，这份职
业还是有保障、有前途的。

而由于技工是公司“带队”，
质量有保障，建筑总包方才会放
心地将大项目交给他们。

正规公司帮助四川建筑工叫
响了品牌，也使他们工作的连续
性和稳定性有了保证，“现在大家
都知道四川建筑工做的好，工程
一个接一个，不愁没活干。”

“有组织”的川籍技工

更受菏泽建筑公司欢迎
本报记者 姚楠

据了解，目前菏泽的建筑市场
上，由包工头组织带领工人施工的

“包工制”，仍然是普遍的用工形式。
在这种用工形式下，建筑工人

们由“包工头”召集起来，并不签订
任何劳动合同，也没有任何保险，按
照“每月发几百至一千元‘生活费’、
年底再结算工资”的方式获取报酬。
这些工人们靠“熟人介绍”组成一支
临时性的施工队伍，靠对“熟人”的
信任，到年底领取工资，这种方式不
仅让许多人感到没有安全感，也是
越来越多年轻人不愿从事建筑行业
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专毕业的刘先生虽然着急找

工作，但他告诉记者并不考虑做一
名建筑工人。“建筑工人太没保障
了，既不签合同也没有保险，还经常
拖欠工资，有点办法就不去做那
个。”当记者提到建筑工人工资高
时，他则反问：“许诺得再高，到时发
不下来，还不是一句空话？”

牡丹区小留镇的李先生在黄河
路某零工市场等活，与之前跟着包
工头在建筑工地上干活相比，他称
更喜欢现在的生活状态，“以前跟着
包工头干项目，老是不能及时拿到
工资，被欠怕了。现在干零工，虽然
有时候会找不到活，但干一天就能
拿到一天工资，心理踏实。”

虽然许多建筑公司为高级建筑
技工开出了更高的工资，有公司甚
至开出年薪10万，但还是不能吸引
更多的年轻人投身其中，“有发展前
途、上升空间”成为许多30岁左右人
士择业时更看重的因素。

26岁的孙振虎从技校毕业后在
某施工队做土建技术员，一个月能
拿3000元左右。当记者问及为何不
往技工方面发展，他连连摇头：“虽
然建筑高级技工一月能拿6000元以
上，但是我干不来。出的苦力大，社
会地位低，还是慢慢做到技术管理
层次的职业规划比较好。”

像孙振虎这样想的人不在少

数。据了解，目前大部分高级建筑技
工文化程度普遍在初中以下，他们
的技艺多数是由老技工手把手教
授。“建筑工要进管理层比较难”，孙
振虎坦言，“稍微有点文化的就想着
做技术员、项目经理，肯定不甘心一
辈子做工人。”

此外，建筑公司对建筑工人培
训的缺失，也使得很多有文化的技
工更想“往技术员、项目经理的道路
上走”。记者从菏泽市人社部门劳动
技能鉴定中心获悉，虽然有建筑技
工工种的职业技能考试证书程序，
但是近年来前来考证的建筑技工几
乎没有。

关注个人发展：

仅靠高薪不能吸引更多年轻技工

缺乏劳动保障：

“包工制”让工人少有职业安全感

一方面是建筑产业的不断增长和建筑工人可以

拿到的越来越高的工资，一方面是建筑技工人才队伍

的不断老化甚至萎缩。

菏泽建筑市场供需不一致的背后，有“包工制”带

来的保障缺乏感，也有年轻人关注“个人前途和发展”

的职业判断。而这些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甚至导

致了菏泽高级建筑技工“青黄不接”的进一步演变。

菏泽高级建筑技工“一将难求”追踪

▲不少建筑工人根本没有考证意识。 记者 邓兴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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