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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本报记者 高祥 邱明

“同样干一天
比去年少挣30块”

2011年底，临沂市政府投资
2100万元，在兰山区建成的建筑
面积达8700平方米的进城务工
人员综合服务中心投入使用。服
务中心内最引人瞩目的是全国
首家农民工“一元公寓”，只需拿
着身份证登记，农民工花上一元
钱就可以在公寓内住上一晚。

2月16日晚7点半左右，岳茂
生挎着工具包回到了兰山区进
城务工人员综合服务中心内的
一元公寓107号房间。12个小时
前，他和另外7名同乡被一名熟
识的包工头接走，到10公里外的
一处建筑工地干活。从天蒙蒙亮
干到天黑，岳茂生挣了200元。

58岁的岳茂生家在40多公
里外的一个乡镇上。农忙时，他
在家照料着5亩多耕地。农闲时
的大半年，他就到临沂城区打
工。去年，他靠打工就挣了2 . 8
万元左右。

“同样干一天，工钱比去年
少了30块钱。”岳茂生告诉记
者，他是建筑大工，在以往一天
的工钱至少得230元。现在刚过
完年，等活的农民工多，光是这
里的公寓就住进了700多人。但
眼下不少工地没开工，活少人
多，招人的老板自然降了工钱。

简单洗漱一下，岳茂生回
屋打开属于他的铁皮柜，拿出
半瓶白酒，又抓了一把从家里
带过来的熟花生，急匆匆地走
向餐厅。能同时容纳400人就餐
的公寓餐厅基本已经满座。转
了好几圈，岳茂生才找到从同
一工地回来的同乡们。

“工钱整体比去年低了一
到两成。”说起今年春节后的零
工市场，今年50岁的农民工刘
向岭说。刘向岭来自兰陵县农
村，与其他农民工不同，他以前
常年跟着一个包工头在建筑工
地干活，那边没工程时才出来
打短工。一个星期前，他与一位
邻居来到临沂城区打工，住进
了一元公寓，刚来时连续3天没
找到活。不是对方出价太低，就
是人多抢不到活。

感觉希望不大，刘向岭的邻
居回家了，他坚持几天后，找到
了一份在菜板厂的短期工作，每
天能挣150元。对于今年的零工
市场，刘向岭和多位农民工都觉
得“工钱比去年给得少了”。

一元公寓里
见不到年轻人

临沂市人社局的统计数据
显示，入住一元公寓的人以当地
各区县进城打短工、零工的农民
工为主，60岁以上的男性和50岁
以上的女性占到了65%，他们大
多没有特殊技能，主要从事建筑
工地、装修搬运等体力活。

打短工不容易，今天能挣
到钱明天就说不定没了着落。
刘向岭及同室居住的多位农民
工说，没技术、没其他出路的人
才出来打短工，挣一点算一点。

“许多单位招聘的保洁、水电工
等工作，人家单位本身就提供
住宿待遇，来一元公寓的农民
工基本上年龄都偏大，而且还
靠纯体力吃饭”。

同刘向岭所说的一样，记
者在临沂城区的三家一元公寓
采访，几乎没遇上几个二三十
岁的年轻人。刘向岭解释说，年
轻人讲面子，又拖家带口，打短
工收入不固定，饥一顿饱一顿，
他们找工作都奔着收入稳定、
条件好的工厂去了。

“住在公寓里的农民工人
员流动性大，过来住几天找不
到工作，要么回家，要么去外地
再试一试。”临沂市河东区进城
务工人员综合服务中心主任袁
洪杰说，正月属于用工淡季，多
数工地和企业没开工，有的产
能没开足，这些工地和企业都
有固定员工，能满足自身的用
工需求。

一元公寓这边以零工为主
的农民工扎堆找活供大于求，遭
遇用工方压工资。相反，工地和
企业为了保留经验丰富的员
工，每年都会逐渐增加工资待
遇。比如附近的一家汽车过滤
器生产厂家，一线普工每增加
一年的工龄，每月的基本工资
会上涨100元，而熟练的技术工
涨幅更大，即使用工单位招聘，
有技术的也好找工作而且工资
还高。

“十几天前，我们组织了一
场招聘会，汽修、汽车美容、车
床、装修、水电等有技术门槛的
岗位工资比普工高了近一倍，
可招人有点难，应聘者挑完工
资待遇挑工作环境，有的还要
对比一下企业实力和发展前
景，多家企业空手而归。”袁洪
杰说，对这些岗位来说，工人工
作经验越丰富越好，没有技术
的农民工根本没法应聘。

一边打短工
一边找固定工作

从2011年临沂市政府投资
的第一家一元公寓运营起，许
鑫就在公寓担任宿管员。因为
入住人员流动性大，再加上他
们的生活习惯、素质不一，许鑫
在工作中没少碰到烦心事。

“有的在公寓内酗酒，酒后
生事；有的把废纸和垃圾扔到
便池，导致堵塞；有的嫌太阳能
里的水温不烫，接饮水机里的
开水洗澡，使其他人喝不上开
水；有的大半夜喧哗，打扰他人
休息。”针对这些问题，公寓管
理方除了完善相关制度，还定
期开展法律授课、道德讲堂等
活动，引导入住农民工遵纪守
法，提升个人素养。

“解决农民工的食宿只是开
端，让他们能挣到钱、攒住钱才
是目标。兰山区进城务工人员综
合服务中心主任杨磊说，为了帮
助农民工更好地找到工作，近年
来服务中心一直在通过各种方
式提高农民工的技能。服务中心
经常为农民工组织电焊、建筑、
装修、水暖、劳保防护等技能培
训，让以前完全靠体力挣钱的人
拥有一技之长。

在同样是一元公寓刚建成
时就入职的水暖工范士福眼
里，除了个人素质提高外，来公
寓入住的农民工一批比一批挣
钱多。“2012年时，院子里停的
都是自行车、摩托车，从前年开
始，就有农民工开着面包车入
住，今年过完春节来的这批人
就开来了50多辆私家车”。

在驾驶私家车来打零工的
群体中，就有来自费县梁邱镇的
王广利和胡瑞亮。他们两个人一
个47岁，一个48岁，年轻时，他们
就结伴在上海跟着一支建筑工
程队打工，一出去就是一年，每
年能有5万到7万元的收入。

近一两年，两个人感觉家
里的存款已经够花了，再加上
家里的老人需要照顾，自己年
龄也越来越大，他们便不再远
赴外地，而是开着各自新买的
面包车到临沂城区打工。“有车
方便，既能家用，出来干活时还
能拉上工具和被褥，有事回家
也方便。”住进一元公寓后，两
人一边打短工，一边寻找相对
固定的工作。“不少人和我们想
法一样，把一元公寓当成了中
转站，找到固定的工作我们就
搬出去。”王广利说。

以以前前骑骑车车，，现现在在开开车车出出去去找找活活
临沂一元公寓里“高龄”农民工不愿出远门打工

人多活少、工钱整体比
去年低了一到两成、开着私
家车出来找活干……春节过
后，又到了农民工外出打工
的时节。在全国首家农民工
一元公寓（位于临沂市兰山
区进城务工人员综合服务中
心）里，记者感受到了节后用
工新变化。

像临沂市兰山区进城务
工人员综合服务中心里的一
元公寓，目前临沂城区已建成
3处，全部由政府投资、管理。
除了能住宿，公寓还向农民工
提供餐饮、医疗和免费的技能
培训、权益维护等综合服务。

“屋子宽敞，有诊所，有
风扇，还能洗澡，饭菜又便
宜，比家里还好。”2月17日上
午9点多，在河东区进城务工
人员综合服务中心，头天晚
上在外干了大半夜活的宋家
密才刚刚起床。68岁的宋家
密来自莒南县，他吃完早饭，
准备去水房洗衣服。他找到
的活是在一家养兔厂干屠
宰，这几天厂子里供货量大，
临时找了他帮忙。

宋家密的妻子离世多
年，儿子远在青岛工作，女儿
也嫁到了其他乡镇。2015年，
他看到一元公寓的条件好、
收费低，当年秋收完后，宋家
密把家里的耕地承包给了别
人，带着四季衣物搬进了河
东区的一元公寓。靠着打短
工、干零活，平均每月能挣
3000多元。除了春节、中秋等
节日，宋家密很少回家，家人
也很放心他住在这里。

一元住一天，与其说这
一元钱是住宿费，倒不如说
这是象征性的收费。“一个月
水电费平均3万左右。”兰山
区一元公寓水电工范士福
说，公寓有1072个床位，全部
都住满，住宿费才能勉强冲

抵水电消耗的费用。
启用第一年，兰山区的进

城务工人员综合服务中心运
营费在150万元左右，这笔资
金全部由市、区两级财政承
担。去年，运营费增长到了近
200万元。服务中心副主任刘
金全介绍，服务中心招聘了宿
管、医疗、保安、保洁等30多名
工作人员，除了人员的工资以
及中心内的设施更换和维护
等支出项，用在对农民工技能
培训、举办招聘会上的花费所
占比重也很可观。

还有农民工最怕遭遇的
恶意欠薪，有的被欠薪农民
工甚至不知道雇主的姓名和
居住地址，服务中心就与临
沂市司法局合作，成立了维
权帮扶小组，不但有公益律
师帮农民工讨薪、打官司，
还传授他们如何避免遭遇
恶意欠薪，例如开工前索要
雇工方的证照资料、签订临
时用工协议，提前搜集相关
证据。

“一元公寓虽然自身经
营上是亏损，但给了农民工
一个进城务工的家，让他们
安心进城打工”。兰山区进
城务工人员综合服务中心
主任杨磊说，帮助农民工进
城务工，不能光算小账。据
统计，截止到2016年底，位
于兰山区的这家一元公寓
累计接待了144万余人次的
农民工。

本报记者 高祥 邱明

全全住住满满都都挣挣不不够够水水电电费费
一一元元公公寓寓““赔赔本本””运运营营

有雇工的车辆驶来，等

活的农民工聚拢过来询问。

没找到活的农民工在服务大厅内看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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