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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50年工龄，养路工“月薪”仅三百
枣庄一孤寡老人干了一辈子养路工，也过了一辈子穷日子
文/片 本报记者 孔红星 实习生 牛冠捷

枣庄滕州市南沙河镇后

小庄村王修华是个年已72周岁

的孤寡老人，他现在还像年轻

时一样，每天拿起扫帚到距村

庄两公里外的公路上打扫卫

生。他辛辛苦苦干了快50年农

村养路工了，现在每月才能领

到300元的“工资”，老人也因此

一直生活贫寒，现在还住在几

间小土屋里。

滕州市公路局郭副局长介
绍，滕州现在雇有像王修华这样
身份的养路员还有200多位，这
种用工方式其他地方差不多也
是一样的。郭介绍，早在上个世
纪60年代，为了养护公路，由公
路所经过的村庄出劳力来负责，
但报酬是村里开“工分”挣钱。后
来，公路部门看他们比较辛苦，
相应地支付“喝茶钱”，但数额微
乎其微，每月几块钱，多的才十
几元。在二十一世纪初期，他们
也只是获得八九十元的补助。

《劳动法》颁布后，按照自愿去留
的原则，和养路员们签订了计时
工作的相关内容，但不属于劳动
合同。同时，补贴也涨到了现在
的三百元左右。

郭局长介绍，由于体制和
历史的原因，乡镇村级公路的
养护几十年沿用当地政府村镇
推荐介绍，由公路部门给予一
定生活补助的方式。发展到现
在，这种方式的弊端逐渐显现
出来。然而，要改变这种状况不
是短时间能解决的。

对此，滕州市民政局工作
人员张先生介绍，“五保”人员
现在都有相应的财政补贴。如
果遇到大病等情况，民政等部
门可以给予救助。不能劳动了，
也可以由村居申请，到敬老院
安享晚年。

坚守公路半世纪

独身住在“坑窝子”

2月8日上午，记者来到后小庄
村，村民们听说要找王修华，便带
着记者到他家中。村民指着在几座
房屋中间的三间土房说：“你看看，
他在这住了几十年，房子还是原来
的老房子。”由于这处房子地势低
洼，冬冷夏热，雨天又漏水又易涝，
村民们把这样的房子称为“坑窝
子”。

看到破旧的屋门紧闭，大家知
道王修华和往常一样，又到公路上
打扫卫生去了。在距离该村庄大约
2公里远的枣济公路上，记者远远

地注意到，身穿环卫工作服的一名
工作人员在路边清扫沙土。“我们
经常在路上遇到他，不管天热天
冷。他始终是顺着大路，一扫帚一
扫帚地清理路边沙土。”随行的同
村村民王修忠告诉记者。

打扫完卫生，王修华骑着自行
车回到了家中。记者与王修华交谈
了解到，王修华是1963年经过当时
的公社和村里推荐做的养路员，那
是全日制工作，从早到晚一直都要
在公路上打扫，当时只签过安全协
议，没有签过任何其他形式的合
同。直到2011年下半年，王修华的
工作时间改为非全日制，每天按小
时工作，一小时9 . 8元，现在一天
工作两小时左右。前不久，王修华
与滕州市公路局王开公路站签订

了2012年全年的非全日制计时合
同。“如果不签，每月仅有的三百多
元收入都没有了，尽管已经自知力
不从心，但为了生计还是把合同签
了下来。”王修华说。

荣誉证书一大摞

生病打针舍不得

今年春节前后，王修华接连生
病两次，但始终未放下手中的工
作。村民刘先生说，老人生病期间，
上午打扫完卫生，再抽空到镇上的
卫生所打点滴，村民们看着都心
疼。“有一次他生病了，刚开始还治
疗，到后期病还没有好就不去了。
村民们问怎么回事，老人家说，手

头紧，舍不得打针花钱了。”
现在王修华靠着每月二三百元

的工资和政府每年1500元的“五保”
财政补贴维持着生活。在王修华的
土房子内，记者注意到，屋内除了坐
椅板凳等简单家具外，唯一的家电
就是一台电视机。屋里堆了一些土
煤渣和枯树枝，老人告诉记者，这些
都是他扫路时捡回来的，也就靠着
这些东西烧火过冬。

在室内，王修华所获的荣誉奖
状挂在墙上。王修华介绍说，这几十
年来他一直勤勤恳恳、认认真真地
工作，因而也得到很多奖状，他小心
地把奖状和证书摆在了院子内的香
台上，能找到的就30个。“还有一些
都损坏了，也就丢弃了。保留着也没
有什么用。”王修华说。

公路局说法>>

老养路用工方式

弊端已显现

王修华老人拿着一个小纪
念品向记者介绍他过去的工作获
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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