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工7年
换了20多份工作
一些年轻人短工化趋势日益严重，专家称这会使企业与打工者发展双双受限
文/片 本报记者 刘腾腾

本报2月20日讯
(记者 李晓闻) 在
市场上转了四五天，
一个保安也没招到，
岛城一家物业公司的
徐经理泄了气，称现在
招人是“徒劳”，打算等
过了元宵节之后再开始
招聘。由于不少农民工还
未返城，不少企业也将大
规模招聘计划安排在正
月十五之后。

徐经理是青岛市一家
物业公司的人事经理，打
正月初七上班那天起，就一
直在为招聘保安和保洁员
的事头疼。她不光在网上挂
出了招聘信息，只要一有
空，还到各个招工市场去转
转，但是连续几天都一无所
获。19日上午，徐经理只是
到沈阳路附近发了招聘广
告就打道回府了，20日干脆

没出门。“工人一般得过了正
月十五才能回来。”徐经理无
奈地说，缺工现象实际上是
从去年腊月开始的，不少员
工进入腊月后就辞职不干
了，如今满员400人的公司还
缺40多人，目前暂时计划招20

人。她也也去过延吉路的人
力资源市场招聘，但是那里
人太少了，招聘单位比找工
作的人还多。

“要说人最多的地方，还
是沈阳路上的那个马路市
场。”其实徐经理对这个马路
市场并不抱希望，她觉得一
来乱哄哄的很不正规，二来
这里的很多农民工都想找那
种日结工资的短工，正儿八
经找工作的并不多。

尽管马路市场不靠谱，
不过正规招工市场的效果更
不好。沈阳路对面就有市人
社局举办的农民工招聘大

集，却一直冷冷清清无人问
津。前两天徐经理到这里来
招聘，因为没什么人，她待了
不到半小时，只好又回到马
路市场上碰运气。但由于物
业公司的待遇并不高，每月
工资只有1400元左右，招工5

天来，来咨询的不少，却没有
一个人愿意留下。

通过各种渠道都招不来
人，徐经理只好发动亲戚朋友
和在岗员工都帮忙介绍。招聘
会还要继续参加吗？“这个
周……算了吧！都是徒劳。等过
了正月十五再说。”20日，当记
者打电话给徐经理时，徐经理
的声音听上去有气无力。记者
了解到，和徐经理一样，岛城一
些急缺服务员的餐饮企业，对
正月十五之前的招工市场也不
抱希望，不少企业只是在网上
发发招聘信息，准备元宵节之
后再上招聘会大规模招人。

等了5天
没招到一个保安

岛城一物业公司招人招到泄气，寄望元宵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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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怀好厨艺，男子频炒老板
今年30岁的孙振廷是日照五莲人，

有一手做菜的好手艺。7年前，小孙独自
来青岛打工，在胜利桥一家饭馆做厨
师，由于勤劳能干，不怕吃苦，小孙很快
就在青岛站稳了脚跟。然而，工作半年
后，小孙因琐事与客人发生了争执，不
愿受气的他一气之下就辞职了。由于有
一技之长，小孙很快又跟人卖起了烧
烤。然而，由于工作环境差，小孙不久后
又不干了。接下来的几年里，小孙在学
校食堂当过厨师，在市场上卖过肉，还
在很多家大饭店当过服务员，但一直没
有找到让他顺心满意的工作。

就这样，在青岛打工的7年中，小孙
换过了20多份工作。“经常是一个月换
一份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份工作干了一
年半，最短只干过两天，因为老板脾气
不好，我受不了，直接就走人了。”小孙
告诉记者。去年年底，他又辞掉了工作。
从老家过年回来后，小孙来到了海泊河
附近的劳务市场，又开始了找工作之
路。对于自己频频换工作之举，孙振廷
认为他是在积累经验，“工作多了见识
就广了，也学到不少东西。”小孙说道。

“反正现在还年轻，到处跑跑，看看有没
有更好的机会。”

劳资不互信，双方发展都难长远

对于这种短工化趋势越来
越严重的现象，青岛市人力资
源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冷继昌认
为，农民工爱打短工现象出现
的原因主要是用人单位和求职
者双方的期望值没有找到契合
点，“这凸显了用人单位和打工
者之间的信任程度太低，而且
只看到了眼前利益，难以长远
发展。”

冷继昌认为，对农民工来
说，如果长期频繁跳槽，一味倾
向于打短工，会导致自身发展
受阻。很多年轻人看不到企业
的潜力，只追求舒适的工作环
境和可观的薪水，抱着一种投
机的心理，这山望着那山高，一
份工作干得不理想马上就想
换一份，这样自身的素质
和水平很难得到提升，
也会导致自身技能
的缺失。而对于企
业来说，如果没
有稳定的员工
队 伍 ，企 业
也 很 难 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
如果年轻员工流动性大，对于
企业来说也是一种损失。“一些
中小企业为了减少人力资源成
本，喜欢招募临时工，而且不
跟员工签劳动合同，不为员工
买保险，这最终伤害的还是企
业自身的利益。”

为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打
短工的现象，冷继昌建议，
年轻的农民工们也
该学会吃苦耐
劳，不要
只 看
到

眼前利益。而企业更应该注重
对员工的培养，根据发展情况
提前储备人才，建立让员工们
持续成长、安心工作的机制
环境，才能摆脱招工
难的困扰。

怕约束怕陷阱，农民工爱打短工
如今，在用工荒的大背景下，年轻

农民工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为了找到
薪酬待遇和工作环境都较好的工作，他
们时常跳槽更换工作，因此，很多人更
倾向于打短工，不愿与用人单位签合
同。

“签了合同受约束，想走就没那么
容易了。”在青岛打工近20年的吴军告
诉记者，有些年纪大的农民工没有文
化，看不出合同里的陷阱，轻易不肯签
合同，怕签了之后会吃闷亏。

随着年轻一代的农民工占的比例
越来越高，与小孙一样的农民工越来越
多。这些年轻人与上一代的农民工们不
同，他们将赚钱与寻求发展机会、注重
工作环境等诉求结合起来，就业灵活性
增强，“短工化”特征突出。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在餐饮、服
务、建筑、销售等一些劳动密集的行业，
短工化趋势越来越严重。“工作累、钱
少、没前途”成了众多打短工的劳动者
重新找工作的理由。

在用工荒的背景下，时下的年轻人有了更多的工作
机会，一批年轻的农民工频繁跳槽换工作。一名来青7年
的农民工如今已经换过20多份工作，工作时间最短的一份
工作只干了两天。记者调查发现，如今，农民工越来越
倾向于打短工。专家建议，企业和打工者都不应只看眼
前利益，否则会使彼此的发展都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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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背着着背背包包的的小小孙孙正正在在与与一一名名招招工工者者聊聊天天，，询询问问工工作作待待遇遇。。

青岛人力资
源市场的招聘会
上，一名求职者
正在咨询。

李晓闻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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