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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天天只只要要四四十十元元，，还还是是抢抢不不上上活活
济南零工市场遇冷，活少人多工钱大减

“老板，什么活？要多少
人？招什么工？要不要打扫
卫生的？”12日凌晨5点，济
南全福立交桥附近，哪怕是
路过的人都会被等活儿的
农民工团团围住，见到有车
他们就过来抢着挤上车跟
着走。

全福立交桥自发形成
的零工市场由来已久，来自
济阳、历城、黄河北村庄的
近千名农民工每天聚集于
此，由此带来的一百多个卖
早餐的小摊一字排开，颇为
壮观。

但是，活难找，钱难赚。
人群密密麻麻，心声却是一
样的。

与往常一样，刘利明凌晨
三点从家乡德州市临邑出发，
坐车一个半小时到济南全福立
交桥。“跟别人一起租车，一天
来回10块钱。”

刘利明53岁，在济南全福
立交桥下等活儿已经六个年头
了。当谈起最近的接活情况，他
长叹一口气，“现在不如以前，
活儿明显比以前少，我都三天
没下去了。”在零工市场，农民
工习惯把干活叫做“下去”。

人群中，刘利明背着破旧
的工具包，里面装着扳子、手
套，还有一个老旧的收音机，用

来打发等待的时间。他与工友
三五成群地站着，拿出从家里
准备的馒头，边吃边聊起来。对
刘利明来说，一天的等待就从
这顿早餐开始。

跟着刘利明，走进人群中
的记者被当成招工者，立刻被
团团围住。人越来越多，记者一
直往后退。直到花坛边的铁栏
杆，无法再退了，人还是往上
涌。人群“结构”复杂，有年轻的
小伙子，有围着头巾的妇女，还
有年近六旬的老人。当被告知
不招工时，大家一哄而散，悻悻
离开。

刘利明笑着说：“每天都是
这样，看见一个陌生人，穿得稍
微正式一点，大家伙都会上去
询问。”正说着，一辆小轿车开
了过来，刘利明急忙中断了对
话，冲上前去。不一会儿时间，
他又被挤出人群。“就要5个人，
还挑年轻力壮的。”

同样被挤出人群的还有赵
占海，“装修公司招小工，一天
就给六十元也得抢。年轻零工
越来越多，抢也抢不过他们，我
们只能碰活了。这个月头十天，
加起来才下去三天，挣了190块
钱。没办法，不干就没有钱。”

看见貌似招工者，呼啦挤上去

来自黑龙江的刘香芹因为
年老体弱，没有加入拥挤的人
群，“来一个人大家都挤着上，
有的老板都被这阵仗吓跑了。
前几天，来了个招工的小伙子，
几十口子人推搡着跟着去，最
后把小伙子的帽子都撕烂了。
人家很生气，没要人就走了。”

在空地上，但凡减速的车
都会被围住，有些人奋不顾身
来回询问，十分危险。据刘香芹
回忆，“找活的可能就要一个

人，我们恨不能得上五个人，多
出来的人再被撵下来。活太少，
农闲时候的人又多，没办法。”

天渐渐亮起来，经过一早
晨几次的一哄而上、一哄而散，
等活儿的农民工们依旧“热情
不减”。四个小时后，找到活的
跟着雇主离开，没“下去”的还
有几百人。

如今的马路零工市场，不
仅活少了，人工的价格也降了
不少。“两三年前一天能拿个一

百四五十块钱。现在男的一天
最多90块钱，中午还不管吃。刚
走了9个人，每人40块钱，还都
是男的。4 0块钱你都挤不上
去。”刘利明说。

提起用工价格，周围的农
民工们纷纷感慨，“今年价格太
低了”。天桥区大桥镇的张付珍
在零工市场干了七年活了，“价
格的确降了不少，去年怎么着
也得一天百十块钱，现在女工
也就给个四五十块钱。”

不吃香，工钱从一天140元变成40元

如此低价，为何大家还是
挤破了头要上？刘利明一脸苦
笑，“全身上下就只剩下20块
钱。吃了上顿没下顿，中午吃个
锅饼、馒头，吃饱了就行。有活
就干，你想想，每天租面包车来
回10块钱。你即使一天不干活，
也得给人家这10块钱。”

张付珍在大桥镇劳务市场
找不着活，就坐车来了立交桥
下。“每天坐89路车，来回两块
钱。呆到几点算几点吧，有时候
下午三点多回家。回家去了也

没事，地里也没有活，都不下地
了。在这儿，没准还能碰个活，
不白搭公交车钱。”

张付珍对零工市场的萧条
深有感触，“以前都是老板过来
问，有个什么活你干不干，现在
直接去抢，但抢也抢不上。”

对于日益走低的工钱，刘
利明很无奈，“像我上有老下有
小，孩子今年一个上高二、一个
上初中。两个人连学费带生活
费得一万六七千元。搬砖、和
灰，别管给多少钱，遇到什么活

我干什么活。”算完这笔经济
账，刘利明又警惕着来往的车
辆，恐怕错过下去的机会。

然而，有时跟着雇主去了
工地，也未必意味着今天有着
落了。说话间，又有人群从公交
车上涌下。“六点半左右来要的
人，大家去了又让回来。人家工
地上说不要人了，回去吧，我们
只好自己又回来。来回四块钱
公交车费还得自己付。”河南人
赵大姐和几个妇女被雇主“退
货”，又回到等活儿的人群中。

以前人挑活儿，现在活儿挑人

早上九点多，找活的人群已经散去不少，然而在馄饨摊上吃着早
餐的赵峰并不着急，原来他是接着活才来的。

“我之前跟着包工队干瓦工，不是小工。有人打电话联系，我才来
这等着。在市场上等活的一般都是没技术的，像我们都是雇主先打电
话，我们才来，工钱也不算低，一天200块钱。”赵峰没有一丝焦虑。

与市场上等活儿的小工不同，技术工仍然很吃香。滞留在零工市
场的刘文兴说，“下人”的高峰在五点半左右，而且招的都是些懂技术
的瓦工、泥工。前来招电焊工的何先生说：“我是帮着老板来招人的，
招了有三四次了。每回来都被围得团团转，但却很难招到合适的人。
像电焊，一般零工没有正规培训过的，根本干不了。零工价格再低，我
们也得找对人啊。” 本报见习记者 周国芳

技术工仍吃香，每天200还得预约

延伸阅读

文/本报见习记者 周国芳
片/本报记者 郭建政

济南零工市场分布

交通便捷、人口密集和建
筑装修市场周围

1、总特点

商河县和济阳县崔寨
镇两处零工市场

2、具体分布

政府主办

历城区全福立交桥下
长清区清河街西段与
峰山路交叉口
槐荫区经六路延长线
和西外环交叉口
市中区经八纬二路口
天桥区大桥镇和成丰
桥下
章丘市刁镇、高官寨镇
徐寨村和双山街道办
事处

自发形成

3、工种

装修技术类 45%

力工搬运类 40%

卫生清洁类 5%

杂工类 10%

4、数量

不同市场规模不一，多则
几千人，少则几百人几十人

5、基本概况

大多在40-60岁之间

年龄

男性约98%
女性约2%

性别

初中及以下学历者

约占88%

文化程度

已婚约85%
未婚约15%

婚姻

6、收入（每天）

最低
50元左右

最高
200到300元之间

平均
100元左右

每天凌
晨 5 点 到 6 点
是人最多的时
候，用工单位
开着大面包车
前来招人。

注：资料来源于2013

年济南市人社局发布
的《关于济南市“零工
市场”的调研报告》

零工遇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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