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统行业打工人 学门技术活，想当职场“常青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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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90后农民工畅谈建党100周年期盼和建议

“拥有更好的能力，得到更多的尊重”

“年轻人少，不愿意到工地干活。”中建

三局深业世纪山谷花园项目部的周丛庆在

施工现场见到的农民工都是四五十岁的居

多。他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年轻人想

得长远，认为工地活是青春饭，老了就干不

动”。“他们想学门技术活，因此加强产业工

人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显得尤为重要。”

周丛庆分析道。

周丛庆的话说到了罗俊才的心坎里。

1991年出生的罗俊才来自揭阳普宁。2015

年参加工作时，他进了家乡一家制衣厂，学

习电脑绣花。学有小成的罗俊才跟一些制

衣厂谈合作，开始承包绣花业务。“没料到，

开销多，收益少，入不敷出。”2017 年，罗俊

才到建筑工地干活。一开始在揭阳地区的

项目部，干的活又多又杂，包括搬运、电钻、

打混凝土之类的。而罗俊才偏好水电管线

搭设这块的工作。“因为有技术含量，也是

基础设施，有赚头。”他的想法是“把水电管

线搭设相关的知识和技术学好，深耕自己

的专业领域，进而拥有承包相关工作任务

的能力”。为实现目标，他下功夫学习，平

日跟着老师傅实操。“可看不懂图纸，无法

独立完成施工任务”，这让罗俊才很苦恼。

他期盼，除了岗前培训，希望公司能够推出

系统培训课程。“最好提供菜单式服务，让

员工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学习的内容和技

能。”

对父辈农民工来说，收入较高的建筑

业、门槛较低的制造业等都是不错的选

择。而新生代农民工在相同行业里却有不

同追求。他们不再满足于吃一口青春饭，

攒一笔钱回老家。他们想当职场“常青

树”，甚至融入城市。

“ 在 广 州 买 房 子 ，成 为 真 正 的 广 州

人。”这是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信

息员石海媚的期盼。1990 年出生的石海

媚来自广西平南，自 2009 年 4 月入职国光

电器有限公司生产部门以来就没有离开

过。在国光工作的 12 年里，石海媚认识

了同厂打工的丈夫。如今，夫妻俩有了两

个可爱的孩子。

社会的多元发展，让个性张扬的90 后

有了更多择业空间，单调机械的工厂生活

往往成为他们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像石海

媚这样安心在同一家制造企业连续工作10

年以上的并不常见。

在石海媚看来，稳定的工资福利待遇

和良好的职业发展前景是她坚守下来的一

个重要原因。在工厂里，她是生产信息员，

丈夫是仓储主任，两人在事业上互相照应，

一起成长进步。最让他们高兴的是，公司

工会帮助他们解决孩子的入学难题。“孩子

能就近入读广州公立学校，解决了我们这

样的外来农民工的一块心病。”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石海

媚希望：“在党的领导下，国家更加强盛，老

百姓的日子能越过越红火。老百姓看病

难、购房难的问题能进一步缓解，在外打工

一族的工资能跟得上房价上涨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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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新生代农民工

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

力量。他们有着不同于父

辈农民工的就业取向、工

作状态和劳动目标。2011

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

合开展的“新生代农民工

研究课题组”，将“新生代

农民工”定义为1980年以

后出生的农民工群体。时

隔十年，1990年以后出生

的农民工群体已成为新的

“新生代农民工”。站在建

党100周年的历史关口，记

者走访珠三角地区建筑、

制衣、外卖等行业的90后

农民工代表，倾听他们的

期盼和建议。

农民工群体的职业特点表现出较高流

动性，这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更为突出。他

们从事每份工作的时间都不长，频繁跳槽

工资和职位都不见增长，总在低水平徘

徊。从事日结工资的制衣工人就是典型的

例子。

2016 年，20 岁的肖育晔进入东莞一家

毛织厂工作。“当时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2至

14 个小时，人生似乎被圈固在了工厂周边

10 公里范围内。没时间娱乐，没时间谈恋

爱，和老家农村的生活基本相同。”肖育晔

回忆道。

两年后，肖育晔来

到中山某培训机构工

作，刚开始做前台，几个

月后开始做培训老师。

去年，他买了一辆车，开

始利用业余时间跑滴

滴 。“ 走 出 来 ，换 种 活

法。不想再像父母亲一样为了打工而打

工。”这是肖育晔离开老家农村进入城市的

目标。

“如今的生活开始变得多元起来，未来

几年想实现‘三个一’目标，考一个文凭，买

一套房，谈一个女朋友。”肖育晔说，期待

党和国家多关注90后新生代农民工情感需

求，多关注灵活就业群体，希望社区多组织

年轻人之间互动交流，希望国家出台更多

政策保障他们的各种权益。

每年春天是制衣行业的开工旺季，在

广州制衣厂林立的康乐村、大塘村一带，前

来应聘的工人比比皆是。今年27岁的黄先

生，春节过后从湖北老家来到大塘村找工

作，现在利杰欣制衣厂做冚车工。“城乡发

展还是有差距的。对于我们来说，大城市

机会更多，工作更好找，工资水平也更高。”

黄先生告诉记者，在广州，只要肯干，月薪

过万并不是难事。

作为一名90后，黄先生渴望自由，因此

他只做临时工，做一天结一天工资。“做临

时工，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安排工

作时间，更自由更灵活。”这种工作方式也

曾让家人质疑其“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但

黄先生不想一份工作做到老。“现在社会机

会更多，只要有技能，不愁找不到工作。”

黄先生向记者分享了他的择业观：“以

前老一辈更看重薪资，只要工资高，再辛苦

都能熬。现在年轻人更看重发展，假期、工

作环境、晋升途径，这些都是我们找工作的

标准，希望工厂可以倾听我们的心声。”

对于未来，他憧憬着社保待遇能真正

覆盖到所有工人人。。““现在的制衣厂现在的制衣厂很多都没很多都没

为我们这些为我们这些‘‘短工短工’’缴纳社保缴纳社保，，希望国家的希望国家的

社保政策可以因势而变社保政策可以因势而变，，要求用人单位根要求用人单位根

据实际情况为我们缴纳社保据实际情况为我们缴纳社保，，扩大社保覆扩大社保覆

盖面盖面，，让我们这些工人老了也能享受社保让我们这些工人老了也能享受社保

待遇待遇，，老有所养老有所养。。””

外卖骑手、滴滴司机等依托线上平台

的新兴职业受到新生代农民工的偏爱。不

少单位的调研表明，年轻人宁愿送外卖送

快递，也不愿进工厂。共青团深圳市宝安

区委员会去年曾对辖内12家外卖、快递企

业的青年展开就业情况调研。数据显示，

32.14%的快递、外卖行业青年曾在工厂从事

制造业相关工作，但对于今后再入厂工作

普遍兴趣不高。这折射出互联网共享经济

浪潮下劳动力从制造业分流到服务业的现

状。

周意是一名95后，有着军人吃苦耐劳的

品质和“后浪”不服输的干劲。2017年入职

饿了么加盟商（广东野马科技有限公司），成

为广州众多的外卖骑手之一。在任职骑手

的第一个月，周意凭借勤奋和努力送了800

单，一跃成为配送站里成交量第二的骑手；

第二个月周意继续奋斗送了1200多单，将第

二名骑手远远甩在后头，稳坐配送站当月成

交量第一把交椅。短短三年时间，周意从一

线骑手晋升为管理层人员，负责公司运营、

行政、后勤、培训、财务等工作。努力和勤奋

给周意带来稳定收入，“月入3万多，买了车、

买了房”。周意的成长经历，被公司后来入

职的一线骑手当成榜样。

但是，周意也有苦恼。“学历不高，限制

太多。”在公司工会帮助下，他报名参加学

历提升项目，还带动同事参与。“希望公司

和社会给我们多一些机会，我们都有上进

心，都想成长。”谈及建党100周年的期盼和

建议时，周意说，“希望社会能够尊重外卖

骑手这份职业，让外卖骑手更好地融入城

市。”

新业态从业者 有更多社会尊重，更好融入城市

高流动性“短工” 劳动权益得到更多更好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