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家门口上班，真爽”
家乡经济快速发展，郓城不少年轻人回乡就业
文/片 本报记者 崔如坤

“在家门口上班，真爽！春节
后不用再背着大包小包往外走
了，工资待遇也不比外面差。”家
住菏泽市郓城县郓城镇申厂村的

“85后”小徐一脸满足地说。近年
来，随着郓城县域经济的不断发
展，像小徐一样选择在家门口就
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在少数。

从外出务工

到回乡工作
1月20日，记者来到小徐工作

的郓城县工业园区内的恒基机械
厂制齿分公司。

“我负责的是关键环节，做质
检工作，对产品质量把关。”如今
做到检查科科长位置的小徐过去

在上海打工，月薪拿到三千多元，
2009年底得知村口开办了机械
厂，他毅然辞去在上海已经干得
顺风顺水的工作，回到家乡的这
家机械厂甘愿从普通质检员做
起。凭借原先的技术和经验，经过
一年的打拼，小徐便做到产品质
量检查主管，成了检查科科长，主
抓整个制齿厂的产品质量。

小徐介绍，他2006年高中毕
业考上了河南一所学校的机械一
体化专业，但去了发现学校重理
论轻实践的弊端后，便跟着老乡
到上海一家中型机械厂打工。他
凭着勤奋从学徒到正式工到优秀
员工再到取得机械类中级证书成
为操作工班长，只用了一年半的
时间。“后来觉得操作方面掌握得

差不多了，便想着到新的岗位学
习新的东西，于是转到了质检岗，
并很快成了带班班长。”

小徐说，因为家乡经济的发展
以及考虑到个人今后发展的需要，
他便回来了，在距离他们村子只有
3公里的这家机械厂从普通员工干
起，如今又成为管理人员，工资也从
起初的一千多元到现在的三千多
元，还有医疗、工伤等保险，“这儿的
企业文化也挺丰富，平时有棋牌比
赛、乒乓球比赛等，优秀员工每年还
能出去公费旅游……”

小徐说，他现在的生活和城
里人没什么两样，家里早早地就
安装了电脑、空调，液晶电视、冰
箱等一应俱全。“闲暇时上网聊
天，还经常在网上购物。”小徐笑

呵呵地说，平时他还经常和妻子
到县城里的大型商场逛街购物，
和同事、朋友到KTV唱歌。最近，
小徐拿到了驾驶证。他准备今年
买辆小汽车，“到时候开车上下
班，拉着家人去旅游，多方便！”

会有更多年轻人

家门口就业
据恒基机械厂人事部部长刘

先生介绍，他们机械厂共有员工
1300余人,“员工80%以上是附近的
村民，不少还是兄弟姐妹。大家上
班就像在家一样，关系十分融洽。”
刘先生介绍说，与大城市相比，该
县工业园区内的工厂工作条件、工
资待遇一点也不逊色，“随着工作

环境的改善，年轻工人也越来越
多。”这些在小徐所在的申厂村村
支书徐龙强那里得到了印证。徐龙
强告诉记者，他们村在家门口实现
就业的村民占到村里“80后”、“90
后”适龄劳动力的近八成。

让徐龙强深有感触的是，家门
口的工业园区还解决了不少困扰
农村的社会问题，“村民家门口就
业，既能料理农活，又能照顾老小，
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也少了。”

小徐说，自打回到家乡工作
后，压力小了，心里敞亮多了，生活
也舒适了。其实，如果能在家门口
打工挣钱的话，谁又愿意背井离乡
呢？他说，随着家乡经济的发展，工
作环境和待遇的改善，会有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愿意在家就业。

从独自离家南下，到开着属
于自己的货车穿梭于上海的码
头、港口，在上海滩打拼7年的巨
野小伙李德振有太多的酸甜苦
辣。2012年，他盘算着再买一辆
车，然后招个司机，自己也尝尝做
老板的滋味。

“开自己的车心里踏实”

“没去上海开车前，在家里
我曾经跟班盖过房子、养过鸡、
开过店，但都没挣到钱。2003年
春节期间，在邻居家玩时，听说
在上海开车很挣钱，而且在那里
还有很多老乡。我寻思着在家也
挣不了钱，不如去上海闯一闯。”
就这样，2004年，菏泽市巨野县
董官屯镇李堂村的李德振独自
一人到上海打拼。

刚到上海时，因为车技不熟，
再加上对上海的路况不熟悉，在
一位老乡的帮助下，李德振在上
海宝山区一物流公司以学徒的身
份干了三个月。

三个月后，经过老乡介绍，他
开始给别人开车，“主要是在各个
港口、码头拉集装箱。”但在李德
振的心中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有
一辆属于自己的车。

2006年春天，他在老家买了
一辆二手车，在家干起拉沙石料
的生意，但仅仅干了一年就把车
卖掉了。

2007年李德振再次来到上海宝
山，还是每天开车穿梭于各个码头、
港口之间。想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车
的梦想，从来没有变过。“开着自己
的车，总感觉心里踏实。”

经过不懈努力，2010年，李
德振终于在上海买了一辆属于
自己的车，尽管还是辆二手车。

“开着自己的车与开着别人的车
比，感觉就是不一样，干起活来
精神头十足。”

“在外打拼真的不容易”

除夕上午，李德振一家才从
上海回到家，过了正月十五就要

回上海。一年也就这半个月时间
在家。“在外打拼真的不容易。”这
是李德振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李德振在上海开车时，由于
放心不下儿子，把妻子张雪莲、儿
子李华宇一块儿接到了上海。

对于外地人来说，在上海的
生活是艰辛的，尤其是像李德振
这样一家人都在上海。儿子在上
海上幼儿园，张雪莲没有工作，每
天负责接送儿子上下学。对他们
来说，儿子就是他们的全部。

现在，他们三人挤在一间不
到十平方米的房子里，一张床将
近占了一半的空间，一台电视机
则成了他们唯一的娱乐工具。“我
们租的这个院子里有5家是菏泽
巨野的老乡，显得格外亲。有时他
们来我们租的地方玩，来的人多
了站都站不开。”张雪莲笑着说。

房间内没有做饭的地方，他
们就在过道里做饭，而房东还会
每月多收十块钱。4岁的儿子上幼
儿园，学费和每天的零花钱都是
一笔不小的开支。

由于租住的是平房，冬天还
好过，夏天三人挤在一间不到十
平方米的房子里，热得根本就睡
不着，“儿子一到夏天就起痱子，
有时晚上实在热得受不了了，就
在房顶上泼凉水。”

“一家人在一起最快乐”

现在李德振是从宝山一物流
公司接活儿。“不是所有的人都能
从物流公司接活儿，必须得有熟
人介绍，物流公司也怕司机拉着
货跑了。”据李德振介绍，现在他
接活儿的物流公司就是巨野的一

位老乡给介绍的。
“我们拉货时，从港口到目的

地远的100多公里，如果是紧急货
物的话，中间根本就没有休息的
时间。”

“我们有时周六周日不上班，
就和老乡在一起喝酒，出门在外
还是老乡亲。有时也会陪着媳妇
和儿子去外滩转转、逛逛超市，一
家人开开心心在一起，是我最快
乐的时光。”

2012年，李德振希望能够接
到更多的活儿，他盘算着再买一
辆车，招个司机，自己也尝尝做老
板的滋味。

巨野小伙闯荡上海七年，实现了买车梦

“开着自己的车干活更带劲”
文/片 本报记者 李德领

他们的梦想，实现了吗 A18

小徐和李德振，一个选择回归，一个依然坚守在他乡，虽然他们的人生轨迹不同，但

他们作为新生代农民工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在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为他人服

务，为自己谋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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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振和儿子在一起。

小徐在办公室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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