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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在零工市场等活的农民工；
每天中午，等不到活他们会就地“小憩”；
他们有几乎一致的、同样简单的梦想———

平平安安
过踏实日子
文/片 本报记者 邓兴宇

“中国梦”是如今每个人都耳
熟能详的一个新词汇。对这些迫于
生计、靠出卖劳动力为生，每天早
出晚归、挥汗如雨，甚至背井离乡
前往大城市的农民工来说，他们的
梦想很简单，没有买房买车、没有
添置新衣家具，有的只是没病没
灾、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简单期盼。

5日13时许，黄河路鄄城路口
零工市场上，五六十名没有等到活
的农民工仍在这儿坚守着。这时候
雇主少了许多，地上、车旁、墙根，
他们一个个“席地而睡”，做着自己
的“美梦”。

这些农民工平均年龄四五十
岁，最大的有七十多岁，每天多是5
点起床，吃完饭便匆匆来到这等
活。等活，很多时候就是等，运气不

好三五天开不了张，等到活了，每
天也只有七八十元的收入，一个月
能挣两千左右算是不错。

45岁的梁东升，家住牡丹区吴
店镇，打工已有20年。年轻时，他曾
外出到北京、天津、安徽等大城市
打工，“如今年纪大了，为了照顾家
人，就在菏泽零工市场上等点活
干。”梁东升告诉记者，以前一年得
有三百天都是在外打工，只有年底
才回趟家，“我的确有一个梦想，就
是开个养殖场。”

王洪生,今年60岁了，六个孩子
都已长大成人，每个月还会给他零
花钱，但他仍旧选择来零工市场等
活。“打一辈子工了，闲不住，趁还
能动就愿意自己挣钱自己花，不愿
意花孩子们的钱。我的梦想就是孩

子们在外都能健康、平安，特别是
在伊朗工作的大儿子，盼望着他能
多回几趟家。”

“我今天晚上又要去天津打
工了，车票都买好了。”田诚新边
说边把车票掏了出来。“我的梦想
就是多挣钱把仨孩子教育好，大
闺女13了，小儿子才3岁，都正是
上学花钱的时候，希望自己的孩
子以后都能有学问，别再像我这
样打一辈子工。”

在这里，记者无法用影像完整
而详尽地诠释他们的全部生活。每
天，他们除了要面对工作空暇时无
处休息的纠结，也许还要面对一系
列更为艰辛和痛苦的遭遇。对他们
中的大多数来说，梦想就是一家人
平平安安，过踏踏实实的日子。

期望辛苦工作、为生活努力的他们都有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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