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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9今日烟台

用工方不断加工资 求职者仍然不愿干

招个服务员咋就这么难
本报记者 闫丽君 实习生 徐杉杉

“两天了，没有一个人

来应聘服务员。”1 7日上

午，在烟台市人力资源市

场，莱山区一家大型酒店

的招聘人员一个劲儿地向
记者倒苦水：来了一星期，

只招到4名服务员！

酒店每招聘一次

薪水就上调一次

“今天就招了5个人，

都是保安、文员、会计，没

有一个服务员。”1 7日上

午，烟台华美达大酒店人

力资源部负责招聘的杨胜

兵指着眼前的报名表说。

他告诉记者，他们酒店最

缺服务员，可是从大年初

七出来招聘到现在，并没

招到几个，大学生对这个

工种基本不看好。

杨胜兵说，现在餐饮业
的服务员特别难招，很多大

酒店出来几天都招不到一
两个像样的服务员。他说，

有的酒店每来一次招聘现
场，就改一次宣传材料，重

新调整一次工资水平。“去

年这个时候，各家酒店服务
员的工资水平每月只有1200

元，今年加到1600元了，还是

没人来。”

“小酒楼还好一点，主要
是一些大酒店不好招。”采访

中，多家酒店负责招聘的人

员表示。记者在招聘会现场

看到，好几家知名大酒店的

招聘摊位前打出了包食宿、

交保险、双休的待遇，可一直

冷冷清清，鲜有求职者上前

应聘。

对酒店服务行业

不少人仍有偏见

眼看着好几天招不来

一个服务员，愁坏了现场的

招聘人员。烟台黄金大酒店

现场负责招聘的人员告诉

记者，酒店现在正是缺人的

时候，最缺的就是厨师和服

务员。

“大学生都想做酒店管

理人员。”面对招工难，市区

多家酒店工作人员抱怨，现
在很多人都眼高手低，没有

工作经验不说，还不愿意从

最基础、最基层的工作做

起。“一上来就想做管理，还

嫌工资低，怎么可能！”工作

人员表示。

采访中，也有招聘人

员表示，现在，很多人对

酒店服务这一行仍存在偏

见，城市人都不愿意干这

个活，即使是农村人，渐

渐地也不愿再干这样的脏

活累活。

对此，43岁的于女士告

诉记者，她从事缝纫行业已
经十几年了，现在工作是越

来越难找，尤其是学历不高

的中年人。每次找到工作干

得时间都不长，要么是工作

时间长、要求苛刻，要么是

给的工资太低。

于女士说，她的孩子今

年上高二，她希望找份在市

区的工作，8小时工作制，

继续干缝纫或是去超市都

行。她还希望每月能有休班

时间，哪怕一两天也可以，

这样能做点家务，照顾一下

家里。

想要招到人选

双方都得中意

一面是招聘方在招聘

现场“抢人”，另一面则是求

职者找工作难。造成这一局
面的原因是什么？记者就此

采访了市人力资源市场的

相关负责人。

这名负责人表示，有

些服务类企业招不上人，

有其自身的原因。像有的

单位招工不签合同，不能

兑现承诺给员工缴纳社会

保险，导致了这些行业的

员工流动性很大。而有的

企业则是把农民工当廉价

劳动力对待，用工环境差
不说，还经常加班加点，不

能按时足额发放工资，也
造成了在用人上的“招不
满，留不住”。

除了企业的因素以
外，这位负责人还指出，劳

动者也要适当放低姿态，

找工作前对自身的能力和

职业规划先做一个度量，

才有可能找到一份适合自

己的工作。毕竟劳动力市

场也是一个商品市场，只

有双方都合意，才能达成

很好的用工协议。

不过，这位负责人同

时指出，在市场经济环境

下，用人单位和求职者还

必须学会利用法律武器

来保护自身的求职和用

工诉求。只有这样，才能

不断营造一个和谐的用

工环境。

一位残疾农民工的创业史：

只要努力干
不怕生意小
文/片 本报记者 董从哲 李婵娟

通讯员 于 芳 张燕红 徐婧

农民工创业不易，残疾农民工创业就更难了。在烟台小沙埠
村，就有这样一位残疾农民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境遇，成为
一个小老板。

打工仅十天

就遭断指之痛

林文强是小沙埠村的村民，

1985年初中毕业后便到村子附近

的工厂找工作，因为年纪轻，没有

工作经验，在工厂工作十多天之

后，他就被机器硬生生地绞掉三

根手指，左手从此只剩下大拇指

和小指。

当时，农村地区已实行包产
到户，林文强家里的土地不多，虽

然残疾，他也只能出去找活干。在

因为手部残疾遭到很多工厂的拒

绝之后，林文强的母亲带着他在

当时的海防营服装城做起了服装

生意。“那时候可苦了，要到上海、

内蒙古等地进服装。”林文强告诉

记者。

经过四五年的努力，母子俩

终于赚出了一套房子的钱，家里

也盖上了新房。但年龄越来越大

的母亲不放心林文强单独去很远

的地方进货，家里的服装生意慢

慢淡了下来。

起步不怕低

糕点房生意不错

1990年，林文强与同样来自

农村的张志红结了婚，张志红在

斟酌了丈夫以前的服装生意之

后，决定放弃。“服装款式不对，经

常会有压货，而压货的服装很难

卖出去，这样会损失一部分钱。”

在经过仔细对比各种行业与自家

的经济水平之后，两口子决定做

糕点生意，觉得这是一个相对来

说本小利大、不会积压太多货的

行业。

“一开始没有手艺，我们就卖

一些大厂家的糕点。”张志红对记

者说，两三年之后，他俩觉得要想

多挣钱还得有自己的产品，两人

为此特意去龙口、威海等地学习

糕点手艺。慢慢地攒钱，再加上家

里以往生意的积蓄，二人开办了

“百信糕点房”，平时还雇了3名工
人，生产的三刀、沙琪玛、桃酥等

糕点达到30多个品种。家里上百

平方米的房子都办成了制作车

间，还买了揉面机、和面机、烘烤

机等一系列制作设备，糕点房已
经颇具规模。

林文强告诉记者，每年的5月

到8月是糕点销售的淡季，他就琢

磨利用这段时间从事其它生意。

2009年，“百信水房”和冷饮批发
店在小沙埠村开张营业了。

调整经营方向

琢磨着加盟蓝白

粮油等材料价格上涨，“百信

糕点房”的成本大幅增加，而“百

信水房”的生意也因为小沙埠村

全村免费提供过滤水而受到冲

击。接下来怎么办？经过十多年糕

点房的经营，林文强两口子手中

已经掌握了不少老客户，也具备

了不少的经营理念。怎么才能更

好地发展？林文强调整了经营方
向，瞄上了蓝白快餐加盟连锁。

“蓝白快餐现在发展很好，经

营好了效益不错。”张志红笑着对

记者说，她已经考察了很多地方，

随着生活节奏加快，吃快餐的市
民越来越多，但有些地区蓝白快

餐并没有普及。而且，从事快餐行

业，自家以前的绝大部分制作糕

点的机器还能“废物利用”。

目前，林文强正在与蓝白食品

厂洽谈，准备在芝罘区开设一家蓝

白连锁店。他向记者透露，现在他

们已经和蓝白快餐进行了初步洽

谈，就剩下店面的问题还没有解

决，预计很快就能在锦绣新城附近

开业。“创业，根据市场即时转变自

己的经营方向很重要，我们也是沾

了‘船小好调头’的光呢。”张志红

对他们的创业前景非常乐观。

律师为农民工求职建言：

注意收集劳动关系证据

本报2月17日讯(记者 闫丽君)

因为种种原因，农民工找工作时遭遇了

各种劳动纠纷。如何避免此类情况发
生？17日，记者采访了烟台市君孚律师
事务所的律师赵冲，他对农民工提出了

几点建议。

“首先，农民工找工作时一定要记

得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赵冲表

示，劳动合同在发生欠薪情况时会显得

尤其重要，因为一些不规范的用人单位
与农民工发生劳动争议时会否认与农

民工存在劳动关系，这样，农民工只能

忍气吞声自认倒霉。

赵冲表示，农民工要有意识地主动

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即使对方不
签，自己平时也要注意收集保留一些劳

动关系的证据，比如工作服、胸卡、工资

存折、培训记录等。必要时，可向劳动监

察部门投诉，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用

人单位不签劳动合同应支付双倍工资
(一年之内)。农民工们要勇敢地拿起法
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赵冲指出，农民工们可能只关心工
资，实际上用人单位还要为他们缴纳社

会保险。这涉及到农民工们在退休时，

可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而这一
点也是许多农民工连想都不敢想的。农

民工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关系时，必须

确保用人单位依法给缴纳社会保险，即

五险一金(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

育、住房公积金)。

依照目前劳动方面的法律法规和

政策规定，社会保险的缴纳不与户口、

人事档案挂钩，只要用人单位与农民工
存在劳动关系，就有义务为农民工缴纳

各项社会保险。

林文强正在烘烤糕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