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年过过完完了了，，出出门门打打工工挣挣钱钱去去！！
13万农民工增收仍靠外出打工，思想转变才能成功“移民”

龙桑寺镇李家村的李玉刚
之前一直在青岛打工，2014年的
时候开始回乡创业，创办了一个
玩具加工厂，带动了当地20多位
留守妇女再就业。李玉刚说：“在
外面挣了点钱，学了点技术，攒
了点人脉，想了想还是决定回家
干，有钱大家一起赚。”李玉刚提
到，很多老乡都和他想得一样，
表示“挣了钱，咱就回家创业。”

商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就业办的张主任提到，近几
年回乡创业的商河人越来越多。
张主任说：“很多商河人在外边
挣了钱，就开始回家创业了，自
己挣钱的同时还带动了一批劳
动力就业。”为了能让大家在家
门口更好地创业，商河县出台了
一系列创业政策。

张主任介绍说，创业者可以
申请5万、8万、10万（根据经营规
模）等不同额度的小额贷款，贷
款期限一般不超过两年，政府全
额贴息。为全面推广创业理论与
创业实训为一体的创业培训模
式，商河县在联荷电商产业园内
建设创业培训学院，有意愿的创
业者可在县创业培训学院免费
参加创业培训等等。2016年，商河
县将推行“创业+”政策，从“创业
+政策”、“创业+平台”、“创业+培
训”、“创业+品牌”等不同方面来
完善创业服务体系，优化创业环
境。

正月初六一大早，沙河乡
大仉村的陈先生和妻子就忙着
往车上搬行李，准备吃完早饭就
动身去青岛了。陈先生告诉记
者，他和妻子在青岛的首饰厂打
工已经有七八年的时间了，每年
都是腊月二十七回，正月初六
走。陈先生说：“放假时间太短，
过年和打仗似的，我有时候一

天能走四家亲戚，我还没在家
乐和够，这不又要走了。”

陈先生和妻子初六走后，
陈先生的父亲过了十五走，这
样一来，家里就剩下陈先生的
母亲和三岁的儿子了。陈先生
提到，自从大仉村开始土地流
转以后，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
多了，像他们村除了在家做点

小生意和实在走不开的，基本
上都外出打工去了，一年能出
去二三百口。陈先生说：“家里
没有地了，在家老呆着也挣不
来钱啊，所以我们村里往外走
的越来越多了。”

陈先生的妻子表示，如果
想孩子了就让婆婆带着孩子去
青岛一趟，如果没有特殊事情，

这一走估计又是一年了。陈先
生的妻子说：“村里很多像我们
这样的80后90后，基本上一走
就是一年，你要是隔几天再来
村里，基本都是一群老头老太
太了。”65岁的张先生说：“要是
人家要我们这些老人，我们也
早出去了，可惜人家不要，只能
在家看家了。”

陈先生收拾完行李之后，
就给表妹打电话告诉她一会去
接她一起走。陈先生的车上可
以乘载七人，除了妻子外，还要
捎带着陈先生的姐姐和表妹，
还有陈先生妻子的侄子。他们
这些人都在一起工作，陈先生
的妻子和侄子甚至在一家工厂
工作。陈先生说：“在我们这打
工都这样，大家组团一起去，出
门在外可不能单干。”陈先生告

诉记者，他们村里人基本上都
聚集在青岛、天津、北京等地
方，三五人在一起。

随后，记者在商河县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办了解
到，商河县每年外出打工的农
民工在13万左右。就业办张主
任提到，像沙河乡很多都在青
岛首饰厂，像孙集镇在外面炒
干果、做豆腐的较多，而怀仁的
人外出打工就多是大理石加工

了，基本都像陈先生那样“组团
发展”。就业办张主任说：“咱商
河每年出去那么多人，干什么
工作的都有，农民工流动性比
较大，因此亲戚朋友传帮带较
多。”

据了解，除了玉皇庙镇的
外出打工人数较少之外，其他
乡镇所占比例基本相同。张主
任说：“随着农业化现代化发展
越来越快，除了白桥镇之外，常

年在外打工的人数增多了。”
“大蒜之乡”的白桥镇中的很多
蒜农多是“季节性外出”。不少
乡镇的农民工甚至开玩笑称他
们是“兼职”。白桥镇的刘先生
说：“弄蒜薹和收蒜的时候实在
是离不开人，我们就都回来，完
事再走，种蒜还是主业，农闲的
时候才能外出打工。”农闲时，
拥有丰富种植经验的白桥蒜
农，成了寿光等地的“香饽饽”。

在刚刚结束的“春风行
动”中，记者看到60多家企业
中绝大多数将工人工资待遇
放在了首位，几乎每个打工
者 都 在 询 问“ 每 个 月 多 少
钱”。很多人在看到企业的工
资待遇后，摇摇头走开。企业
负责人说，前几年基本上是公
司选人，现在农民工选公司的

越来越多了。
一家前来招工的企业负责

人说：“现在的农民工的工资要
求越来越高了，在现在的经济
形式下，我们公司很难开到他
们的理想收入，所以这次估计
很难招到人了。”

随后，记者随机采访了20
名求职者，近八成的人表示收

入要在3000以上。求职者刘先
生说：“如果管吃管住还行，不
管吃不管住，一个月三千最多
剩下1500，出去一年也挣不了
几个钱。”

记者询问一位求职者王
先生，他想要寻找一份电焊
工，理想收入是6000以上。王
先生说：“现在电焊工越来越

稀缺，钱少了根本没人干，我
自然要得高一点，但是要是
没有啥技术，再跟人家要那
么 多 钱 ，就 很 难 找 到 工 作
了。”

王先生说：“现在要想挣大
钱不能只靠力气了，很多工厂
都是机械化，不需要人，要想挣
大钱还得要会点技术。”

让农民工进城买房成了“去
库存”的新方式，各大城市纷纷
出台一系列政策来刺激农民工
进城买房，不少商河打工者开始
思考是否要在工厂所在地买房
入住。龙桑寺镇冯集村的冯先生
一直就在观望，打算明年在青岛
买房安家。冯先生说：“之前买房
有各种条件限制，现在政策改变
了之后我就想在青岛买个房子
了，准备在这里安家，孩子也好
在这上学。”

冯先生将自己买房的想法
告诉了亲戚朋友，一半以上的亲
戚朋友不支持，他们认为还是在
家养老好。冯先生的姑姑冯女士
解释道，现在在外打工，工资还
好，但是相关的养老保险、社会
福利基本上没有，人老了生活难
以保障。冯女士说：“现在每个月
打工工资挺好，但是之后咋样谁
知道，万一有点变化，在青岛还
不如回家好。再说了，即使咱买

了房子，也不是人家城里人。”
在冯女士眼中，买房容易，

但是生活习惯、子女入学等问
题，使得她觉得在城里生活“不
自在”。冯女士说：“虽然各种有
利于农民工的政策越来越好，但
是很多城里人并没有完全接纳
我们，我们还是觉得住得不舒
服。”冯女士去年和老公去市区
的某一大商场买首饰，由于老公
下班后走得匆忙，没来得及更换
工装，结果售货员看到他们后就
爱答不理，甚至说“这个很贵的，
你看看这些吧”。冯女士一直耿
耿于怀，觉得“没面子”。

对此，商河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就业办张主任认为，农
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思想转变很
重要，不仅仅是城市人要接受农
民工，农民公也要学会成为城里
人。张主任说：“思想转变只能慢
慢来，思想转变成功了，农民工
就成市民了。”

相关链接

“挣了钱，

咱就回家创业”

买了房子难算“市民”，没有面子住着不舒服

八成打工者表示理想收入3000以上，想挣大钱不能只卖力气

13万农民工抱团进城打工，白桥蒜农农闲找兼职

正月初六就开始忙活外出，一个村里一走就得二三百口

作为一个农民工输
出大县，每年有13万左右
的商河人加入外出打工
的阵营。正月初六开始，
就有不少商河人陆续开
始往外走，其中不少人这
一走就是一年。近六成的
农民表示，外出打工是家
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可是
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发
现，出门打工不仅仅是为
了钱，还想要房子，要面
子。

文/片 本报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李鹏

过完年，背上行囊又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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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后，很多农民工表示
工作难找，纷纷滞留在家。而有
些单位迟迟招不到人，高薪难聘
职工。一时间，“就业难”和“用工
荒”同时上演，到底是哪里出了
错？

龙桑寺镇的李先生之前一
直在天津做建筑工人，除了冬天
短暂的停歇外，一年基本上有9

个月的时间在工地上。可是自从
去年开始，李先生迟迟找不到
活，很难找到长期工作的工地，
都是在外打零工，后来连零工都
很难找到，只能回到家里。李先
生说：“这两年工作不好找，外面
市场上每天都有很多人找不到
活干，我去年满打满算才干了6

个月的活。”李先生表示周围的
亲戚朋友都在感叹工作越来越
难找，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基
本上很少有企业要。

李先生为找不到工作发愁，
刚刚参加完招聘会的王经理却因
为找不到工人发愁。王经理今年
的目标是招10名电焊工和2名后
勤，结果后勤报名人数多达50人，
电焊工只有两个人报名。王经理
无奈地说：“估计今年又招不到人
了。”王经理表示目前工厂急需高
技能人才，而很少有农民工能符
合条件。

对此，商河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就业办的张主任提到，
之前农民工外出打工基本上供
不用求。现在随着人口密集性企
业的转型，对农民工需求量减
少，但是对于“专而精”的技术人
才仍是供不应求。张主任说：“咱
们农民工只有提高自身素质，才
能适应更多企业的用工需求。”

相关链接

是“用工荒”

还是“就业难”？

春风行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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