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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天天下下来来楼楼上上楼楼下下搬搬运运两两吨吨多多
济南搬运工群体“70后”“80后”为主，“90后”很少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张永宽

身高1米6
他背起1米8的空调

被规划为中央商务区，
二钢宿舍拆迁已启动数周，
不少搬家公司瞅准了机会纷
纷来到二钢宿舍接活。4月26
日上午9点多，搬运工人魏师
傅和孔师傅就到了一栋居民
楼下，为 7楼业主搬家，这已
是他们当天接的第二单活。

两位师傅在楼上忙活了
半天，先将立柜等大件家具
拆散，剩下的就是中等大小
的物件。像冰箱、彩电、洗衣
机、按摩椅这些东西，从 7楼
搬到1楼着实不轻松。

下到1楼，两人都是大口
地喘着气，随便靠在车上稍
作休息。“一趟下来硌得肉
疼，手发麻，缓缓劲才能接着
干。”可业主在不停地催促，
二位师傅只喝了两口水就又
上楼了。

孔师傅身高 1米 6多，体
格偏瘦，体重 1 0 0 多斤的样
子，但干起重活很拼命。业主
家里有一件高约 1米 8、重约
130斤的柜式空调，孔师傅打
算一个人将空调背下去。

在魏师傅和齐鲁晚报记
者的帮助下，孔师傅顺利地
把空调背在了身上。空调刚
放到背上，孔师傅脚下便有
些不稳。空调比孔师傅还高，
下楼梯时，孔师傅只能弓着
背，倒着走，以免碰坏空调底
部。就这样，孔师傅颤颤巍巍
地将空调从 7楼挪到 1楼，齐
鲁晚报记者都为他捏了一把
汗，“摔坏了东西要自己赔，
就 白 干 了 ，所 以 要 非 常 小
心。”

这种强度对孔师傅来说
已是家常便饭，“我运过最重
的东西是机器设备，每件设
备都有成吨重。”休息时，孔
师傅说，每天接四五单大活
的话，一天的运货量就能到
两吨，甚至更多。

换人频繁
最短的半天就辞职

魏师傅在搬家公司干了
六七年了，对搬运工的生存
状况魏师傅很不乐观。这些
年搬家公司发展快，竞争激
烈。“现在搬家公司很多，可
选择的余地大，有时候打了
电话，要是来得稍晚，活就被
别人抢走了。这时候我们根
本来不及吃饭，搬完一家就
得匆忙赶往下一家。”

魏师傅告诉记者，忙的
时候早上五六点起床，吃完
早饭就匆匆上班。“不少业主
住得高，往楼下搬东西慢。拆
搬、装车、运送、卸车，整个过
程得三四个小时。预约搬家
的业主催得紧，为了留住客
户，我们两个经常顾不上吃
午饭和晚饭，一顿早饭有时
顶到晚上十点多。”

搬运工吃的是年轻饭，
挣的是苦力钱，对体力的要
求高，劳动强度大，多数人做
不了。魏师傅说，每次公司招
聘员工，能留下来也就有两
成。“不少人三五天就不干
了，最短的半天就辞职了，还
有干一年半年才退出的，能
干5年以上的很不容易。一般
40 岁以上的就干不了了，大
部分是二三十多岁的人干，
以70后和80后为主。90后非
常少，吃不了那个苦。有时候
我也不想干，可没文化，也不
懂手艺，找不着别的活。”

大部分是兼职
搬家费只能拿两成

别 看 他 们 干 得 这 么 卖
力，大把大把地流汗，收入却
并不高。魏师傅透露，每次搬
家赚来的苦力钱，老板拿大
头，能抽走 80%，剩下的 20%
两个人平分。魏师傅说：“刚
才这单生意总共 800元搬运
费，其中 6 5 0 元要上交给老
板，剩下的 1 5 0 元我们俩平
分，干了半天，每人拿 75元。
生意好的时候一个月下来能
挣 3000多元，生意差的时候
一两千元。”孔师傅开玩笑
称：“我们一天吃一顿饭，除
了忙得顾不上，还有就是收
入太低。”

生意时好时坏，收入又
不稳定，大部分搬运工都是
兼职，专职做搬运工的不多。

“生意差的时候好几天都没
活，一家老小要花钱，光干搬
运工不行。平时做别的工作，
搬家公司有活的时候才来，
搬家算是兼职吧。”魏师傅透
露，专职做搬运工的工资也
不高，没活的时候一天只给

5 0 元，有活的时候无论干多
少一天最多给 1 2 0 元到 1 5 0
元，还不如兼职挣得多。

由于多是兼职，搬运工
大都没有保险。搬运不仅累，
还有风险。魏师傅说：“有时
难免会磕碰或摔伤，受了伤
只能自己负责。去年有一位
搬运工拆卸空调室外机时不
小心摔下来去世了，只能认
栽。但摔坏了客户的东西要
自己赔。”此外，由于长年背
负重物上下楼梯，不少人腰
腿和膝盖会得病。孔师傅说：

“收入低、工作累、没有归属
感，使得这个职业流动性非
常大，今天跟你一块搬东西
的伙伴，说不定明天就不见
了。”

住在丁家庄
平房月租200元

魏师傅老家在济阳，一
直在济南打拼。孔师傅老家
济宁，来济南多年，当搬运工
也有三年多时间。两个人虽
然 在 济 南 打 拼 的 时 间 不 算
短，但在济南都是租房住，租
的是最便宜的房子。他们住

在丁家庄，月租200元的小平
房。“全家每个月收入也就三
四千元，孩子上学、老人看
病，还有每天的吃喝，能租上
房 就 不 错 了 ，哪 还 敢 想 买
房？”魏师傅叹了口气说。

搬运工小刘也是济宁人，
80后。结婚不久就来济南打工
了，孩子和妻子都在老家，一年
回不去几次，想念家人的时候
就打个电话，为了省钱，电话不
敢打太长时间，每次问问好、报
个平安就挂了。“很想回家看看
孩子，也想守在他们身边。为了
挣钱让他吃好喝好，只能忍着
不回家。每天给别人搬家，自己
在济南却没有家，一直漂来漂
去。有时候看着别人搬家换新
房，很羡慕，也梦想在济南能有
个家。”

虽然很想定居济南，但小
刘表示，收入低，在济南买房压
力太大，准备打几年工就回老
家。“打上十年工，每天节省些，
回老家买个房没啥压力，如果
留济南，可能干一辈子连房子
都买不起。”孔师傅也表示，搬
运工大都是外地人，“我们都不
想漂一辈子，等年纪大了干不
动了，就回老家。”

每天都有乔迁换房的市民，带动了搬运工群体的壮大。
只要一个电话，他们就能迅速赶来，他们中有不少人在济南
打拼了很多年，但仍然是寄居在城市的漂泊客，他们天天给
别人搬家，在这个城市却居无定所，没有一个他们自己的
家。近日，齐鲁晚报记者跟随几位搬运工一起，体验到了他
们工作的劳累。

孔师傅背着空调倒行下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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