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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聚焦

时间自由支配，工钱按时清算

马路求职者更乐于“地摊求职”
本报见习记者 曹宏源

青年路与新湖北路交叉口是农民

工“摆摊”比较集中的区域。记者见到

“摆摊”的装卸工时，第一感觉是他们很

健谈。“在这里工作五年多了，装修过的

房子不少，各种人几乎都见过了，谁家

也得装修不是？”装修工老张告诉记者。

“我家里想加个水槽，多接一段管

子加个水龙头多少钱？”一位市民问道。

“三四十元，我得到现场去看看什么情

况。”说罢，老张跟着这位市民走了。

采访中，一位装修工很职业地将
名片双手递给了记者。名片上，刮仿

瓷、吊顶子、改水电、盖小房，所有和装

修搭上边的都纳入到了他们的服务
范围。为了方便客户联系，他们中的

每个人都印了名片。他告诉记者，有
时生意并不一定当场谈拢，但还是会

主动递上一张名片，以便再次联系。

“摆摊人”都随身带一盒名片

老姜是某装修队的队长，“摆摊”

已经有五年时间了。他告诉记者，一
个装修队一般都有五到六人。其实，

就是几个手艺比较搭配的人合在一
起，接到大活时，互相有个照应。

“干我们这行的，关键看的是服
务，如果第一次干不好，下次这个客

户有需求时，也就不会再来找我们干

活了。”老姜说，“活干得好，下次或者

他有朋友需要装修时还会来找我，我

们九成的买卖都是老主顾带来的，我

们也是尽力把每个活都干好。”

在和记者交谈过程中，老姜来到

身后的花坛边坐了下来，“已经站了三

个多小时了，坐下来歇会。”对于这些街

头装修工来讲，等人时，有两种姿势可

以供他们选择。“站累了就坐地上歇会，

坐累了就站起来歇会。”老姜说。

记者发现，他们大多数都在三十

到五十岁之间，正值壮年，为何选择了

这种方式谋生？“在这里干活，和去工地

差不了多少，关键是工钱现结，也更自

由。”一位装修工说道，“一个月最少在
1000元左右，到旺季时能挣上四五千。”

买卖多靠老主顾或熟人介绍

据了解，目前德城区有五六

个类似的马路市场，需要装修的

市民会到附近去找人，而老姜所

在的青年路则负责德城区北半部

的区域。青年路附近的这个“市

场”，从形成到现在大约有十年的

时间。只不过这个“市场”是一个

需装修的市民和装修工心知肚明

的“市场”。

当记者问他们，为何不开个专

业的装修门店？一位“工作”了十年

的老装修工表示，我们这些人大多

数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去开店

一方面需要一定本钱，支付不起，一

方面大伙也都不会管理，还是这么

站着吧！

据悉，在“金九银十”的传统的

装修旺季中，街头装修工们的“工

资”大都比平时多两到三倍，但随着

天气的转冷，装修也再次遇冷。自进

入十一月份以来，大多数装修工人

的“活”也渐渐少了下来。“这几天一

个大活也没接到，再待几天看看，等

到12月份，我们零工族也要放寒假

了。再出来找活，就得到明年春天

了。”老姜说道。

冬季是马路求职者“摆摊”淡季

装修工正在介绍自己的“服务项目”。 本报记者 苏超 摄

房屋漏水、下水道堵塞、墙面裂痕……一

个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问题，却无时不在困扰着
每个家庭，这也应运而生了一个特殊“团体”：

马路求职者。他们长期从事某项工作，练就了
一身“特殊本领”，他们的工作情况如何？能否
按时领到工资？为何对“摆摊求职”情有独钟？

记者走进这个群体，了解他们的生存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