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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劳务输出村的样本，全村五百多口人———

九成“爷们”曾出国打“洋工”
本报记者 王世腾 见习记者 刘帅

村妇女主任孙洪云对
村里每家的情况都如数家
珍：现在村里有 10 人在新
加坡，8 人在苏丹，6 人在日
本…… 2 0 年来，全村 5 0 0

多口人，90% 男性青壮年出
国打过“洋工”。韩刘冯村村
民的足迹遍及日本、韩国、
新加坡、以色列、赤道几内
亚、俄罗斯、苏丹等。

村里第一个出国务工
的是刘厚潮。上世纪 90 年

代，经劳务公司介绍，他先
到俄罗斯，随后辗转多国
带回来不少钱，在村里建
起第一幢楼房。这让韩刘
冯村的村民很羡慕。现在
他在日本打工，签了 5 年
的合同。

村里出国的人越来越
多，一座座小楼拔地而起，
贯穿村中的南北路，似乎把
村子分成南北两部分。路东
多是二三层的小楼，内部雕

梁画栋，路西头多是矮矮的
平房，泥土的院子、石砌的
房屋。

42 岁的韩文水在阿尔
及利亚和苏丹打过工，2012

年 1 月 28 日，在苏丹被劫
持的 29 名中国公民里就有
他和堂兄韩文刚。他的家在
村“南北线”的西头。韩文水
的三个外甥都在新加坡打
工，堂弟韩文强在赤道几内
亚打工。

韩文水到苏丹打工，按
照合同规定，两年内不准回
国。

在韩刘冯村出国务工
成为一种习惯，也走出一种
新习俗。出国务工者临出发
前，会走一遍亲戚。临走前
一天，亲戚们到他家“壮
行”。亲戚们不带礼品，只是
把一两百元塞入出国者手
中，坐下来聚餐喝酒，他们
称此为“发脚”，即祝福外出
的男人挣到大钱并保佑平
安。打工者回国时，亲戚带
着酒等礼品再来接风，之

后，出国打工者再走一遍亲
戚，带些礼品或塞些钱。

2005 年 5 月 25 日，韩
文水踏上去往阿尔及利亚
的路上，家里来了十几个亲
戚送行。归国后，他又去回
看那些亲戚。去年，韩文水
再次去了苏丹，目的地是中
水电在苏丹的 141 项目部
营地，这里距苏丹喀土穆超
过 500 公里，距南北苏丹边
境线不足 50 公里，边境线
上动荡不安，时常发生武装
冲突。141 项目部营地四周
是层层山岭，离最近的集镇

也有 20 公里，那里消费水
平低，基本不用花钱。

韩文水和其他泰安籍工
人住在同一宿舍，自从他到
了苏丹后，除过年两天外，每
天都坐着三轮车颠簸 10 多
公里去工地工作。

虽然因保障安全短暂
转移过，但韩文水和工友们
很少为此焦虑，亲人们在家
状况更让他们挂念，每星期
他们都给家里打电话。周星
驰的《鹿鼎记》、《唐伯虎点
秋香》等电影，成为他们打
发寂寞的消遣。

回到家 19 天后，韩文水的心态还没调
整过来，偶尔梦到在丛林里走四天四夜的
场景，他还是打算出国务工。在国内，韩文
水一年只能挣二三万元，出国一年能带回
六七万，8 小时工作外加班，加班一小时能
挣 25 元的加班费。村支书孙洪军理解地
说：“种地没前途，出国务工挣钱多啊。”

韩文水被劫持的第 27 天，村民任长
贵买了 20 幅手套、两顶帽子、牙刷、药、短
裤。当天上午他和一同出国的刘传水、劳
务中介工作人员喝了酒，交了 12600 元的

押金，签了两年合同，准备到泰安建筑工
程公司在苏丹的工地工作。

上世纪 80 年代初，19 岁任长贵去东
北闯荡，仅带回来 5 毛钱。之后，他辗转天
津等全国各地，最后回到泰安做建筑公司
项目经理，月工资 4000 多元，但他攒不住
钱，出国不仅为了挣钱，更像是为攒钱。去
年他送中专毕业的女儿去日本本州岛一
家水产公司工作，月工资 8000 元。

2 月 29 日，49 岁的任长贵启程去苏
丹务工，这是他第一次出国。

“打洋工”20 年停不下

打工村走出新“习俗”

又有村民去苏丹务工

韩刘冯村一排排的二层小楼。 记者 王世腾 摄

一个名不经传的村子，因为村民韩文水和韩文刚不久前在苏丹被劫而轰动一
时，这就是岱岳区韩刘冯村。小楼一幢幢在村里拔起，里面住的多是女人、老人和
孩子。男性青壮年怀揣财富梦陆续离开村，目的地是安哥拉、新加坡、苏丹、以色
列、日本……

村妇女主任孙洪云说，20 多年来，村里 500 多口人，90% 男性青壮年在世界
各地打过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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