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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您的的声声音音对对我我们们至至关关重重要要
齐鲁传媒奖请读者评选，百张温泉门票等您拿

亲爱的读者用户，再有十多
天2015年就将结束。一年来，无
论严寒酷暑，无论刮风下雨，以
齐鲁晚报为代表的齐鲁报系新
闻纸，都会与您如约相会；以齐
鲁壹点客户端为代表的齐鲁报
系新媒体，都会在屏幕上为您呈
现精彩。

一年来，我们做新闻出报
纸，您看新闻翻报纸，彼此用这
种间接的触碰进行着心灵与理
念的交流；一年来，我们通过各
种新媒体传播形式，第一时间将
看点热点、笑点泪点推送到您的
手中、眼前，彼此用真实的点赞
和回复，完成了一次又一次发自
内心的沟通。

年终之际，2015年度齐鲁传
媒奖评选正在火热进行，现在真
诚邀请您——— 我们亲爱的读者
和用户参与其中。小记小编的新
闻作品您怎么看，是否贴近您的
生活、满足您的需求？我们真诚
地希望听到您的心声。

目前，2015年度齐鲁传媒奖
初评阶段已经结束，通过内部评
析、专家评判和部分读者评价，
初步筛选出进入终评的作品。终
评阶段，齐鲁报系诚邀所有读者
和用户参与评选。

在“最佳本土报道奖”参评
作品中，“瀚洋医疗垃圾风波”独
家系列调查、济南解放路“马路
拉链”重复施工调查、环检造假

系列报道等作品，证明省内热点
新闻从不缺少齐鲁报系人的身
影。

在“最佳公共报道奖”参评
作品中，“光荣时刻”——— 抗战胜
利70周年大型互动报道、“大江
悲滞 千里念归”———“东方之
星”陨落六日全景记录、“向火而
行”——— 天津港爆炸系列报道等
重大事件报道中，齐鲁报系人总
是走在行业前列。

“总理喊你来创业”系列报
道、“时光邮局——— 给梦想一点
时间”大型跨年读者互动专题等
紧跟社会热点、紧贴读者心灵的
策划作品入围“最佳策划奖”。

您熟悉的泰安珠宝店劫案

全媒体直播、济南“枪响灭门案”
首发+直播等作品均在“最佳首
发或直播奖”的参评作品中。专
题纪录片《国家的孩子》、“闯关
17城”大型抗战闯关互动游戏等
入围“最佳网络爆品奖”。

12月19日开始，2015年度齐
鲁传媒奖（新闻类）全部设置到
齐鲁晚报网相应投票专区（http:
//zt.qlwb.com.cn/2015qlcmj/），
您可即时登录，投出宝贵一票。
评选将于12月23日上午10时截
止。

今年以来，齐鲁晚报致力于
转变转型和媒体融合，新媒体进
入了以技术为驱动的新阶段。自
主研发的齐鲁壹点客户端全新

上线，网络平台全面升级，用户
智能数据库投入使用，整体进入
全新的数据新闻生产时代。在投
票评选各奖项之余，还请您对我
们办报以及齐鲁壹点、齐鲁晚报
网、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建设
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并在投
票专区的留言板内写下来。

为了感谢您的投票和留言，
我们准备了100张温泉门票，评
选结束后将通过抽奖的方式为
您送出。同时，部分参与投票的
读者和用户还将担任齐鲁壹点
客户端的特邀观察员，随时为我
们出谋划策。投票时，记得留下
手机号码，以便我们与您联系并
投递奖品。（本报记者 赵恩霆）

韩丙旺为人敦实厚道，干起活来也是精益求精。 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

本报记者 陈玮 刘志浩

夫妻刷墙铺砖打吊顶，

3岁小女儿就在一边玩

空旷的客厅，堆满了木梯和
油漆，没装暖气的新房里，稍微待
一会儿，双手就冻得发麻。

身上沾满白色油漆，外套和
裤子都破了洞，韩丙旺压低帽檐，
拿起刮刀，在腻子粉和成的泥里一
舀，往墙上来回扫去。“你看，我两
个来回就刷匀了，一般人五下子都
弄不来。”话音刚落，韩丙旺习惯性

“嘿嘿”笑了两声，加深了眼角的皱
纹，“本来我媳妇跟我一起刷，可我
姑娘感冒了，她在家里照顾着。”

去年，小女儿欣欣满了两岁，
韩丙旺赶紧带着妻子外出干活。
妻子刷墙、打腻子，韩丙旺铺地
砖、打吊顶、走线。妻子忙完就过
去给韩丙旺帮忙。“夫妻俩一起，
赚得多，都是自家的，跟别人合
干，不划算。一间房子，我们20多
天就能弄完。”

欣欣就在一边玩玩具。韩丙
旺说，家里老人都70多岁了，身体
不好，还要帮忙照顾大女儿，自己
只能把小女儿带出来。哪里有活
干，他们一家三口就跟到哪里去。
韩丙旺随时给欣欣拿着被褥，中
午困了，就给孩子打个地铺。

由于没暖气，油漆干得慢，韩
丙旺有些着急，这意味着妻子要
多干两三天。“冬月活少，更得加
紧干，趁着还没转过年来，多忙活
几家，攒点钱，回去给爹妈和孩子
带点好东西。”韩丙旺顿了一下
说，“补偿一下大的（女儿）。”

与此同时，在玉函小区北区
菜市场，周秀丽和丈夫不停地往三
轮车上搬蔬菜、鸡蛋，17岁的儿子
在一旁不停地催促着，等装完，一
下子跳上车狠踩油门奔了出去。

“冬天要菜的少了，客户可不
能得罪了。”周秀丽说，越是买卖
不好，越得加紧干活。周秀丽和丈
夫带着儿子，已经卖了15年的菜，
同韩丙旺一家一样，哪里卖得好，
全家就迁到哪里。

他们像候鸟一样，追随着生
活的温度，不停奔走。

骑自行车四处卖东西，

半年换了三个地方住

1998年，刚刚结婚不久，韩丙
旺就带着妻子离开济宁梁山县邱
塘村老家，去了淄博。在那里有个
工地，急需墙面工，赚钱比在家种
地翻了好几倍。那时韩丙旺出来
打工已有三年，他觉得两个人分
开久了，感情会不好，于是把刷墙
面的功夫都教给了她。

这时，在济南做工的丈夫回到
泗水县，让妻子周秀丽跟着他去济
南。“他懒，衣服得有人洗，饭得有
人做。”最重要的是，他们希望能给
儿子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

两个家庭，没有任何亲人和

根基，一起到了陌生的地方打拼。
两个月后，工地只给了韩丙旺

一半工钱，工头和老板就跑路了。
工友们天天去工地闹，而韩丙旺只
静坐了一天，就去了另一个工地。

“天天耗着没用，还不如去找下个
地方，抓紧赚生活费。”韩丙旺和妻
子一个工地接着一个工地找活干，
有时接到消息，夫妻立马连夜坐车
去外地，有时直接躺在马路上就
睡。直到有一次来到济南，遇到老
乡，开始接装修的活。韩丙旺在吴
家堡租了一间不到10平米的平房，
他觉得可以摆脱欠薪的日子了。

韩丙旺的手艺好，雇主经常
互相介绍，2001年起，韩丙旺开始
带着妻子单干。很快他们有了女
儿，为了不让女儿受罪，孩子一断
奶就送回了老家，让老人照顾。

而周秀丽却一直带着儿子跟
自己摆摊。因为没经验，周秀丽跟
丈夫一起在八里洼卖鸡蛋，周秀
丽总是张不开嘴，甚至连秤都不
会看。两人连孩子的生活费也挣
不出，儿子曾在摊子旁被冻得哇
哇直哭。“那时，我觉得自己就像
个要饭的，什么都要学。”有一次
学杀鸡，水太烫了，把鸡皮烫掉
了，周秀丽心疼得直抹泪。

周秀丽的丈夫天天骑自行车，
转着换地方卖东西，半年内换了三
个地方。有一次租了门头刚赚了点
钱，就遇上拆迁，还要从头开始。

想让孩子在城里生活，

可连首付零头都不够

活干到一半，韩丙旺突然说
想回家看看孩子的病怎样了，放
下刮刀就下了楼。

阴暗的平房内，一张大床占满
了屋子，床上堆着兔子、小狗和娃娃
等毛绒玩具。韩丙旺说，这都是雇主
送的。三年前，他和妻子有了第二个
孩子，带在身边，有雇主觉得孩子可
爱就送东西，甚至一次中秋节，有个
老板还给了孩子100块钱。

韩丙旺说，想买房让孩子在城
里生活，但现在连首付的零头都不
够。“现在就靠别人介绍做家装赚
钱，最好的时候，一个月能赚一万，
还要去掉一些成本，再给老家的大
女儿寄三四千，最后剩不下多少。”

有了赚钱的活，韩丙旺仍然
带着妻女说走就走。去年淄博有
个工装的大活，韩丙旺拎起行李
就走，一家在淄博待了三个月，并
不停打听着哪儿还有类似的活。

相比之下，周秀丽一家比较幸
运，七年前来到玉函小区北区后，
租了门头卖菜。慢慢地，周秀丽也
泼辣起来，挨家找客户供货。“有的
说话可难听，但后来都成了我们的
客户。”周秀丽说。现在不管多忙，
只要有居民来买菜，周秀丽就拎着
塑料袋，跟在居民后面帮着挑选。

今年，周秀丽付首付买了套
小房子，“算正式安家了。”周秀丽
搓了搓冻红的脸，笑嘻嘻地说，儿
子在附近的中学读完了初中。

对于韩丙旺来说，未来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刚接了一个家装
客户的电话，在章丘附近，按照时
间，做完这家要排到明年2月了，
但他仍然不想失去这个赚钱的机
会，“或许，我又得带着媳妇孩子
走了。”

哪哪里里有有活活干干，，
带带着着妻妻女女拎拎包包就就走走
装修工韩丙旺想在城里有个家

冬冬天天的的
角角落落

进入冬季，装修工韩丙旺加紧干活，客户越少，他越要拼命干，才能多挣点钱，给父
母和大女儿寄回去。同在这个冬天，周秀丽在奔波多年后，可以在租来的小店里卖菜，还
攒够首付买了套小房子。两个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家庭，有类似的经历，也有不同的收获。
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往往还得像候鸟一样，不停地奔走于城市和乡村之间。

本报记者 刘志浩 陈玮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速度加
快，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越来越多，
他们一方面为了生活四处奔波，
另一方面也为所在城市的建设
做出自己的贡献。在专家看来，合
理的人员流动并非坏事，关键问
题是保障好他们在就医、子女上
学等方面的基本权利。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2014年全国外出的农民工为1 . 68

亿人，但其中仅有1%选择了在务
工地购房，也就是说，尽管多年打
拼，很多农民工仍处于城市和农
村来回奔波的“候鸟”状态。之所
以出现这种情况，除了高房价的
因素外，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农民
工的基本权利未得到保障。

“现在很多城市在制定政策

时，首先考虑的是‘本地居民’的
诉求。”18日晚，对农民工问题有
着长期深入研究的山东大学哲
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马广海
表示，这种政策制定的初衷就带
有歧视意味。

在他看来，住在城市的农民
工，同城市居民一样，也要交各种
税费，理应享受跟城市“本地居
民”一样的待遇。但由于历史及现
实原因，很多政策在制定之初就
把农民工排除在外，其结果很容
易让农民工失去在城市的“存在
感”，只能处于漂泊状态。

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
会议，提出要以“加快农民工市民
化”的方式，加快化解房地产库
存。“国家政策很好，但必须解决
好如何落地的问题。”马广海说，
只有逐步打破城镇户籍、住房、社
保等瓶颈，建立综合保障体系，才
能让农民工在城市安心扎根。

据了解，目前世界上不少国
家的城市都规定，只要住够一定
年限并纳税，就可以成为“本地居
民”，并享受相应的权利。在马广
海看来，这也应该成为未来解决
农民工问题很好的一种途径。

人员流动不可怕，但基本权利需保障

专家观点

17日，周秀丽与丈夫一起卖菜。 本报记者 陈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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