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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发已经花白，衣着朴
素的李女士，来自济南市历
城区西营镇积米峪村，55岁
的她在这家连锁火锅店已经
工作四年。“儿子老劝我别干
了，但我总觉得闲不住。”李
女士直言，出门打工主要是
为了补贴家用。

李女士说，积米峪村多是
山地，核桃、香椿等是主要经济
作物，靠种地一年收入五六千
元。而在这个店里，虽说一人承
担着洗碗、擦桌子、迎宾等杂
活，日均工作时间超过10个小
时，但一月可以收入1700元。

“前段时间，店里的年轻
人又离职了好几个。”作为店
里的老大姐，李女士也很理
解年轻人的频频辞职。“没啥
技术含量，工资又低，年轻人
还得有个一技之长，在哪儿
都饿不着。”她身边的佐证就
是自己的儿子，前几年学习
了制作蛋糕的手艺，小两口
搭伙开店，收入相当不错。

连日来，记者在济南泺
源大街、和平路、朝山街等繁
华地段，实地探访约20家中
高档酒店发现，多半酒店对
年轻服务员均“求贤若渴”。

“哎呀，太好了，有小姑
娘小伙子过来了。”山师东路
一机关单位的下属餐厅门前
贴出招工启事，听说记者要
应聘，一位六十多岁的男服
务员颇有些激动。另一行政
人员则坦言，“年轻的不大好
找，只能尽量找”。

“能长期稳定在餐馆工
作的多是3 5 - 4 0岁的服务
生。”朝山街一家品牌连锁餐
厅管理人员也称，“现在招工
普遍都比较困难，我们店里
年轻人看着多，但多是做短
工或者兼职。”

统计显示，日本每１００名就业
人口中就有１０名是６５岁以上老
人，并且高龄工作者数量还在继续
增加。日本官方对５５岁以上职工的
调查结果表明，随着经济形势以及
社会观念的变化，老人的劳动意识
发生了变化：５８％的人表示希望在
６５岁以后继续工作。至于工作动
机，７３％的受访者表示是因为“经
济原因”，即为了确保生活水平不
下降。

近年来，由于日本经济持续低
迷，养老金多年来几乎没有增长，
很多退休老人的实际生活质量受
到明显影响。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
计，２０１４年，普通日本中产阶级家
庭，夫妇两人每月领取的养老金为
２１．８万－２３万日元（约合１８０９－
１９０９美元）。按照目前的物价水平，
仅凭这些养老金，很难维持夫妇两
人舒适而体面的生活。

目前，日本大多数大中型企业
职工原则上在６０岁退休，但根据职
工本人意愿，可以返聘到６５岁。不
过，返聘薪水几乎减少一半。由于
日本的养老金原则上从６５岁开始
领取，如果想从６０周岁就开始领，
就需要提前支取。因此，大多数职
工退休后还是选择了再就业方式
来赚取生活费用，直至６５岁开始领
取退休金。

日本厚生劳动省认为，延长退
休年龄，增加高龄者就业，特别是
增加双职工高龄家庭就业，不仅是
为了弥补劳动力不足，还可以增加
老年家庭收入，增加消费支出，有
利于整体经济复苏。 据新华社

日本：

近六成超55岁职工

希望65岁后还工作

作为全国第一老年人口大省，
山东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

据悉，1994年，山东省老年人口
达 到 8 9 9 万 ，占 全 省 总 人 口 的
10 . 37%，是全国第六个进入老龄化
的省份，比全国早5年进入人口老
龄化社会。经过20年快速增长，截
至2014年底，全省60岁以上老年人
口达 1 8 0 0万，占全省人口总数的
1８%。据预测，到2020年，全省老年
人口比例将达到22%左右，每年大
约平均增加80万人。届时，5个山东
人中就有1个60岁以上的老人。

２０１４年，山东省级拨付补助
资金６５．６亿元，将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提高到
每人每月７５元；在省级确立的百
岁以上老人和８０岁及以上低保老
年人高龄津贴制度的基础上，全
省实现市级层面９０岁以上老年人
高龄津贴全覆盖。而在今年，山东
省财政共安排老年人社会保障专
项资金１１４亿元，进一步加大财力
投入，建立老龄事业投入保障体
系。 （综合）

我省老年人占18%

老龄化形势严峻

55岁大妈做起“迎宾小姐”

小小年年轻轻难难招招，，饭饭店店靠靠大大妈妈撑撑场场
中老年服务员要求低流动小，用工大龄化成餐饮业新常态

餐饮业内人士普遍认
为，年轻服务员难招，并非现
在才有，在餐饮店聚集区域，
家家挂牌招人的现象屡有出
现。曾在某品牌餐饮店担任过
两年店长的张卫东说，自己最
初在招店员时，一直坚持“秀
色可餐”这样的标准，但这两
年，已经很难实现预期了。

“以前，店里招服务员都
是要求18-30岁，后来服务
员越来越难招，四五十岁的
人来报名，我们也要了。”张
卫东所说的服务员并不是

“下厨房”的洗碗工，而是“上

厅堂”的大堂服务员，负责端
盘、点菜、迎宾等“抛头露面”
的工作。泺源大街一高档餐
厅的王经理也称，“我们这家
酒店薪水在餐饮行业中算是
高水平，月薪3000元左右，但
即使是丰厚的薪水也很难吸
引到90后服务员前来求职。”

年轻人对餐饮业的看法
成为业内人士一致思考的问
题。“餐饮行业比较辛苦，很
多年轻人吃不了这个苦，再
说这份工作也不是很体面。
这一行越来越没有吸引力，
他们干一两个月就走很正

常，能超过半年就算时间长
的了。”张卫东说。

17岁的潍坊姑娘李凤林
的选择，也印证了张卫东的
说法。2014年，李凤林从潍坊
一家中专院校毕业。在找工
作时，李凤林用的是“排除
法”，餐饮服务行业被她首先
排除。

“我不喜欢干伺候人、看
人脸色的活。”这个目前在工
厂流水线上加工手机零件的
姑娘说，“尽管除了服务业也
没有别的好工作，但父母也
支持我这么选。”

17岁女生宁愿加工手机零件，也不想干餐饮

“早些年时，第一代农民
工进城，男的下工地，女的进
餐厅，低门槛的工作大家抢
着干，饭店不愁招不到人，还
能挑三拣四。但现在的年轻
人个性较强，不喜欢干伺候
人的工作。”省城一家知名餐
饮品牌的人力资源主管称。

山东省政协常委、山东
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侯风云
说，“在现代社会，年轻人对
于生活质量和薪金待遇要求
相对高一些。他们大都能够
通过手机和互联网等方式获
取非常多的外部信息，也更

容易跟同龄人攀比，比较容
易跳槽到待遇高的行业。”

“在以前年轻劳动力供
给充足且廉价的情况下，用工
方肯定更喜欢要那些精力充
沛的年轻人，但是年轻人用工
成本逐渐增长，用工方就会考
虑对薪金等期望值更低的中
老年人。”侯风云解释。

记者采访得知，不仅多
数餐饮行业的从业人员对自
己的薪酬不太满意，而且行
业中两代人之间的待遇差距
也越来越小。“从2014年下半
年开始，年轻服务员和中年

服务员的薪资待遇已几乎持
平。”

另有受访者也提到，相
对于年轻人在岗位选择上

“说走就走”的任性，中老年
就业群体甚至不要求“三险
一金”等保障，而且更加易于
管理。

一业内人士还发现，年
轻人学习能力较强，可供选
择的机会也多。而中老年人
不一样，他们没有那么大的
就业空间，跳槽的几率小很
多。而这种“职业化”心态，恰
恰是管理者希望看到的。

老人不求“三险一金”，餐厅偏爱安分者

“餐饮行业是一个劳动密
集型的行业，社会老龄化是餐
饮行业老龄化的根本原因。”一
位餐饮行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长
期从业者告诉记者，随着整个
社会的老龄化趋势，餐饮行业
老龄化是不可避免的，尤其在
中低端的餐饮企业。

山东省政协常委、山东大
学经济学院教授侯风云指出，
餐饮行业的老龄化是整个社会
老龄化的缩影，在其他相关的
低门槛服务业中，也逐渐开始
显露出“老龄化”的趋势。

“从十年前开始，在长三
角、珠三角这些地方就开始出
现了用工荒，实质上就是一个
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尤其
是年轻劳动力。”侯风云认为，
餐饮等低技术层次服务行业的
用工转向，折射出整个中国的
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供给不足
的问题。

“这些低技术岗位，即使年
龄稍微大一些，也并不影响实
质的服务。体力上他们基本可
以胜任，生活和做事经验也丰
富得多。”侯风云以日本为例
说，“日本是人口老龄化状况非
常严重的国家，在日本能轻易
地看到，包括饭店在内的很多
地方，都有一些老人在服务。”

而今，餐饮等服务业在用
工上向老年人转变的这种趋
势，恰恰是当下中国的老龄化
社会开始出现的征兆和表现。
侯风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现象会更加普遍。

餐饮行业老龄化

折射新劳动力不足

“愿意干服务员的年
轻人越来越少了，只能由
我们来顶。”3月22日，济
南市历城区花园路一连
锁品牌火锅店门前，55岁
的李女士躬身迎宾。

如李女士所言，曾经
遍是年轻男女穿梭服务
的中高档餐厅，越来越多
见“大叔”、“大妈”。在记
者走访的近20家餐厅中，
近半餐厅存在大龄服务
员，甚至在有些餐厅里，
年过半百的服务人员占
到近半。

本报见习记者 王建伟 李阳

实习生 李艳艳 王苏巍

延伸阅读

▲24日，济南某餐厅服务
员（右一）正在收拾桌子，记者
走访多家餐厅发现，像这样40

多岁的服务员并不少见。
本报记者 郭建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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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岁以上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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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岁老年人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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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城镇老龄化对比
(注：数据为2013年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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