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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0岁岁以以上上农农民民““跑跑市市场场””找找活活难难
年轻人和有技术的农民工不愁找工作

今年过了年开始，龙桑寺镇
的李先生就带着父亲一起去济南

“跑市场”。据李先生介绍，往年的
时候，他一个人在济南打散工，一
天收入二百元左右，父亲在家里
市场上找点活干，一天收入五六
十。过年回家和父亲商量后，李先
生就带着父亲一起去济南“跑市
场”。

李先生是一名电焊工，有专
业的焊工证，每天在经八路附近
的劳务市场上找活。由于技术工
人比较“吃香”，李先生平均每个
月有25天的时间在工作。李先生
因事回家时，还会接到很多客户
的电话。李先生说：“我在济南跑
了5年的市场了，跑习惯了，很多
老客户都找我来工作。”

提到带父亲一起来济南“跑
市场”的初衷，李先生称是因为

“家里活太难找，还累。”李先生的
父亲今年53岁，身体情况很好，是
家里的“顶梁柱”，在家里打散工
也都是下工地干装卸工等重活。
李先生说：“活累还挣得少，我一
个人在这又忙不过来，所以带着
父亲一起出来干，多少有点照
应。”带着父亲来济南后，李先生
找到活后，爷俩一起干，如果李先
生一个人能完成，父亲就找别的
活干。一个月下来，爷俩平均每天
能挣三四百，比分开打工每天多
挣一百多。

李先生的父亲通过在济南跑
了一个多月的市场，他发现，还是
在外面找活容易。李先生的父亲
说：“在家里的工资太低了，活也
不轻，在外面挣得多点，需要的也
多，不过还是儿子那种技术工人
好找活，要是再年轻几岁，我也打
算去学门技术。”

作为一名熟练的电焊工，记
者疑惑李先生为何不进入工厂工
作时，他解释说：“在厂子里太拘
束了，也不一定有现在挣得多，还
不如跑市场自由。”

电焊工带父亲跑市场

爷俩一天能挣三四百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商河
县城内劳务市场每年中的用工需
求变化不大，而各个乡镇的用工
需求季节变化明显。据业内人士
分析，乡镇全年可分为四个用工
高峰。

1、3月份中旬之后，主要从事
树木栽种和各个工地逐渐开工，
此时需要工资在每天60—150元
之间，多数是男士工作。

2、清明之后，主要是棉花种
植区域开始种植棉花，此时工资
在每天60—80元之间，男女皆可，
工作强度不大。

3、五一之后，白桥蒜薹开始
进入收获期，直到之后的大蒜
收获季节，较长时间内需要大
量劳动力，临近乡镇劳务市场
人员吃紧，此时工资在每天100

元以上，男女老少齐上阵，工作
强度较大。

4、芒种前后和秋分前后，是
小麦和玉米的收获期，不少种粮
大户需要劳动力，但是随着机械
化程度的提高，该时间段所需的
劳动力在逐渐减少，工资在每天
60—80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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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中的

四个用工高峰期

开春之后，商河县各
大劳务市场“跑市场”的
打工者增多。记者走访发
现，开春之后用工市场需
求不大、求职者年龄结构
偏大、技术基础薄弱使得
打工者难拿高薪。不少打
工者表示“今年市场不好
跑”，随着各大工地项目
的动工以及白桥蒜薹收
割的临近，“跑市场找活
难”的情况将有所改善。

文/片 本报记者 李云云

47岁的刘女士连续三天
去镇上的劳务市场找活干，
结果一无所获。前两天是根
本没人问津，最后一天是对
方开价太低，去春灌一天才
给30元。刘女士说：“活太累，
钱太少。”

刘女士所在的劳务市场，
每天大约有 1 0 0多人前来找
工作，找工作的人远远超过
真正的用工需求，每天接近
一半的人找不到工作，即使
找 到 了 工 作 价 格 也 不 是 很
高。刘女士说：“除了那些给人

刨树出大力的，剩下的也就一
天五六十元左右。”

在家闲不住的她，去镇上
的手工艺品加工地找了点小筐
回家编。刘女士在手工片加工
地带回来小筐模型的钢架和外
部包装线，需要将外部包装线

按照一定规则缠上，编好一个
小筐至少需要四五套工序。根
据每个小筐的大小，价格在3毛
至6毛之间。刘女士说：“我一天
也就编60来个，挣不了20块钱，
总不能老在家闲着，找点活多
少能挣点。”

记者走访了商河县城汽车
站附近的劳务市场、青年路附
近的劳务市场、龙桑寺和孙集
等乡镇的劳务市场发现，每天
不到六点，市场上就会聚集大
量的打工者，8点之前招人单位
会找到自己需要的打工者。“跑

市场”的王先生说：“要是9点之
前找不到活，估计这一天就很
好找到活了。”

刘女士谈到，过了年之后，
村里的青壮劳力陆续外出打
工，村里大多剩下上了岁数的
老人和妇女。一些年轻懂技术

的妇女就去镇上的玩具加工
厂、刺绣厂等地工作，剩下像她
这些四五十岁的妇女开始趁着
春闲“跑市场”找点工作。刘女
士说：“在商河年轻人跑市场的
很少。”

记者在走访过程中发现，

“跑市场”的打工者年龄偏大，
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前来找
工作的赵先生今年65岁，头发
已经花白，是所有求职者中岁
数最大的。赵先生说：“在我们
农村，60岁还不算退休，我们还
能再干几年。”

开春之后，来市场上找人
的多数是伐树和栽树的工人，
对打工者技术要求较高。所以，
像刘女士这样的不太懂技术的
人很难找到活。刘女士说：“没
活的时候，人家用工单位挑人
挑的厉害，但凡有点技术或者
年轻点都被挑走了，剩下的都
是45岁以上的妇女和60岁以上
的老人。”

据刘女士描述，他们平时
主要是去工地打零工、春灌时

给人浇地、打药，过几天给人种
棉花，干的都是“粗活”。刘女士
说：“没技术只能干粗活，甚至
有时候连粗活也没得干。”

冯楼村的翟先生29日去沙
河乡刨树苗，每棵价格在7毛左
右，一天下来能刨150多棵树，
收入在110元前后。自从回家
后，翟先生觉得“工资降了不
少”。之前他一直在东营孤岛

“跑市场”，专门给人伐树，一天
下来能挣到二三百，翟先生说：

“在家里挣钱太少，过几天还得
出去干。”

除了工资少之外，翟先
生觉得在家找活比较被动，
在家“跑市场只能等”。每个
乡镇只有一个劳务市场，劳
务中介介绍能力有限，打工
者流动性差，再加上用工需
求量小，所以市场越跑越难。
翟先生说：“不过在家干活也
有好处，不用担心被中介骗
或者用工者不给钱。”

王先生是一家劳务市场的
中介，打工者来他的市场找到
一份工作需要给他5元钱，仅仅
依靠牵线找活，他每天的收入
在300元以上。王先生说：“大多
数时候，招人单位都会在我这
里找到合适的人，怕就怕他们
找技术人，我这里是真没有干
细活的人。”

王先生提到，在乡镇上有
装修工人、电工、电焊工等人，
他们基本上有自己的门头，很
少外出工作。一旦有人来市场
上找这样的专业人士，很难找
到。王先生说：“懂技术的出
去工作了，剩下的也自己单
干了，要是想找技术工人干
一天两天，给人高薪人家都

不一定去。”
王先生告诉记者，前几年

受农村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很
多村里人都不再修建房屋，今
年情况有所好转，不少村里人
开始张罗着修房，随着工地的
开工，找工作难的情况将有所
改善。王先生说：“过几天就种
棉花了，用工需求会多点，再过

个把月，白桥用工大户就开始
发威了。”

据了解，5月份左右，商河
县白桥镇的大蒜会进入收蒜薹
阶段，需要大量的打工者。刘女
士说：“到时候，白桥那里需要
成千上万的人，像周围的乡镇
都会有人去打工，待遇很不错，
到时候去市场就能找到活。”

中介难找“干细活人”挺无奈，打工者热盼白桥收蒜薹

不懂技术找活只能“找粗活”，在家“跑市场”只能等

打工者平均年龄超过50岁，农村人60岁不算“退休”

跑了三天市场没找到活，回家编小筐一天挣20

电焊工如今很吃香。

白桥镇收蒜薹需要大量劳动力。

现在跑市场大多数人选择去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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