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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滨州
C03关注

弃田打工 农民转型当工人

全全家家外外出出打打工工，，节节后后补补过过团团圆圆年年

北一村是滨州市惠民县清
河镇的一个老村子，坐落在黄
河脚下，村民一直以种地为生，
几乎没有副业。也因为农村家
家户户都拥有土地，从2010年
起，家住北一村的张桂娥就开
始在镇上做农资种子生意，每
到年底，张桂娥便会走家串户
去结清这一年来赊下的账。

今年1月2 6日，一吃完午
饭，张桂娥便拿好记账本，骑上
三轮摩托车，挨个村子去要账
了。从下午一点半到五点，三个
半小时内，张桂娥走了四个村
子，敲响了近百家农户的门，却
仅要回了380元，剩余的欠款还
有约两万元。

“最近这两年，受灾比较严

重，家家户户收成都不好，有的
农户一年下来，连本钱都收不
回来。地里挣不着钱，他们欠下
的钱自然也不好还。”张桂娥一
边对着账本查看欠款，一边说。

据张桂娥介绍，镇上的另
一家农资站，仅2013年一年就
有近 2 0万元的欠款没有收上
来。“现在，做农资生意的一般

都是贷款经营，如果欠款收不
上 来 ，老 板 不 仅 要 还 贷 款 本
金，还要多承担一部分利息。”
张桂娥说，她的弟弟就是在贷
款 做 农 资 生 意 ，除 了 银 行 贷
款，还有农村散户借贷，从腊
月二十四到二十九，每天都有
上门要利息的，仅六天便偿还
利息2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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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下午，我接到齐鲁
晚报·今日滨州记者电话：“明
天下午2点来《今日滨州》编辑
部，体验做报纸编辑工作。”当
时激动的心情无法形容。

次日下午，我按时来到报
社。虽是节后上班的第一个星
期日，可编辑部的同志们却早
已忙得热火朝天。特别是燕晓
光编辑，认真细致给我们讲解
编辑知识，逐字逐句地和我们
一块审稿校对，还手把手教我
们排版流程。时间过得很快，
不知不觉已超过了下班的时
间，但编辑、排版工作仍在继
续……记者笑着对我们说：

“加班对于我们来说是常事
啊！”编辑工作非常紧张，虽然
耽误了吃饭、休息，但我从校
对、编辑、排版等一系列工作
中体会到了作为一个新闻工
作者的艰辛和不易，一份看似
简单的报纸，却包含了他们大
量的心血。这次经历不仅带给
了我一个充实的周末，而且让
我过了一把当编辑的瘾！

俗话说“欠钱不能欠过年，好还才有好借”。春节前后，要账的开始走家串户要欠款，却几乎无果。随着城镇化发展，，农村的消费水平越来
越高，靠地吃饭的生活方式逐渐负担不起一个家庭的开支。农民开始脱离土地，外出打工，农民转型当工人。

过完年，农民工又开始返城打工了。 本报记者 李运恒 摄

本报记者 王茜茜

走了四个村子，仅要回380元

传传统统鞭鞭炮炮遇遇冷冷 电电子子鞭鞭炮炮走走俏俏
春节假期已经结束，放鞭

炮的高潮也已经告一段落。由
于近年来全国各地出现了不同
程度的雾霾天气，放不放鞭炮、
放什么鞭炮引起了市民的广泛
关注。

9日上午，记者走访了惠民
县最大的一家烟花爆竹销售中
心了解烟花爆竹的销售情况。

“明显能察觉出来今年的烟花爆
竹不好卖了”，这家销售中心的
工作人员在明白记者的来意后

摇着头说，“你看，我这里还有这
么多存货，仓库里还有。这要是
在往年，基本上都卖空了。本来
就对今年烟花爆竹遇冷情况做
了些准备，特地少进了货，可还
是剩下了这么多。一些大型的鞭
炮烟花实在是不好卖，小礼花、
手持烟花卖得还稍稍多些。”

市民烟花爆竹燃放多少，环
卫工人们深有体会。“今年烟花
爆竹燃放所产生的垃圾不及往
年的一半，我负责的这条街道初

一打扫了2车多就基本干净了，
而往年要4-5车左右。初七商户
开门所放的‘开门炮’我打扫了
一车半，往年大概要3车。”环卫
工人张洪祥告诉记者。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升，
对于燃放烟花爆竹传统观念也
在悄悄发生变化。在传统烟花爆
竹销售遇冷的同时，新兴鞭炮在
网上开始热卖。记者在网上输入
电子鞭炮后，显示出了一大批卖
家，销售情况普遍不错。家住惠

民县城的王女士，就为孩子准备
了一份特殊的新年礼物——— 电
子鞭炮。“2013年雾霾牵动着我
的心，过年我特地在网上为孩子
买了电子鞭炮，不仅可以减少对
环境的污染，孩子在玩耍的时候
也很安全，只要打开电子鞭炮的
开关，它就能模拟真实鞭炮的声
响。往年家里都要买几百元的烟
花爆竹，今年都没买。”王女士拿
起电子鞭炮向记者展示起来。

本报记者 王文彬

今年57岁的周平(化名)已经
在外打工一年多了，从2012年10
月份开始，一家三口就都去东营
打工了。周平和儿子在广饶县的
一家工厂里上班，55岁的妻子在
东营的一家电影院里做清洁工。

因周平的儿子“闪婚”后不
到一年就“闪离”，家里欠下了一
大笔债。常年靠种地为生的周平
一家，眼看着微薄的收入已负担

不起债务，便决定一家三口外出
打工。“全家不到五亩地，正常年
份也就挣五千多元，更何况这两
年收成不好，几乎是白忙活。”周
平说，现在全家打工，一年下来
就能挣4万多元，而且每天也不
算累。

周平一家常年在外，回家的
次数很少，2014年春节，一家三
口也没有在家过年，仅正月初四

和初五在家待了两天，和兄弟姐
妹、女儿、女婿一起过了个迟到
的团圆年。

四十多岁的王刚(化名)和
妻子在惠民县李庄镇的一家绳
网厂上班，每月两个人总共能拿
到7000多元的工资。“因为离家
近，每天骑着摩托车上下班，所
以除了中午的饭钱和来回油费，
基本没有其他花销，比在家种地

强多了。”王刚说。
“现在大部分农户的地里都

是夏季种玉米，冬季种小麦，机
播机种，不用投入太多劳力，一
年下来，花在地里的时间连半个
月都没有。”张桂娥说。据了解，
目前北一村除了老幼在家，年轻
劳动力基本都在外做生意或者
打工，而靠地吃饭的农户已经很
少了。

三口在外打工，过年仅在家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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