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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问用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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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民工”到“民技工”，从“吃饱饭”
到“要体检”，从“讨工资”到“要身份”——

政府和企业应重视维护农民工权益和其价值需求

春节过后，记者在浙江、上海、重庆等地的招聘
市场看到，企业招工呈现“冰火两重天”。有的企业
用工缺口大，以致经营受阻；有的企业不仅老员工按
时返城，还介绍了老乡一起工作。专家分析，随着产
业技术升级和员工需求的提升，企业只有改善用工
环境、搭建发展平台，才能避免“荒”时招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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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后，不少企业和
用人单位又遭遇用工荒困
局。记者最近在湖北、云南
和四川等地调查发现，目前
我国农民工群体正出现三
大转变：主体从“农民工”到

“民技工”，诉求从“吃饱饭”
到“要体检”，发展从“讨工
资”到“要身份”。

地方政府和企业如果
不应对这些新变化，忽视农
民工权益维护与自我价值
实现的需求，将有可能遭遇
农民工“用脚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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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当前农民工群
体对自身定位正由亦工亦农向非农就业
转变，之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过客
心理转向在务工地区长期稳定生活，对
职业角色的认同逐步向产业工人迈进，
越来越多农民工正转变为“民技工”。

在我国庞大的水电工程建设队伍
中，农民工所占比重普遍超过50%。他
们通过劳务派遣、协作队伍、临时招聘
等方式加入水电建设大军，常年在深山
峡谷从事高强度劳动。一个水电工程
建设往往要持续数年甚至十几年，农民
工队伍相对稳定。

位于四川省雷波县和云南省永善

县接合部的溪洛渡水电站2003年开工
建设，在建综合规模世界最大。“溪洛渡
工程建设者中农民工达 4200 人，占建
设者总数的 50%~60%，已经成为工程
建设的主力军。”三峡集团公司溪洛渡
工程建设部坝管部主任张坤华介绍，在
施工一线从事灌浆、筑坝等操作的基本
上都是农民工。

记者发现，在溪洛渡等水电站建设
工地，农民工的称谓已悄然变成了“民
技工”，一些工作时间长、技术好的农民
工备受企业重视。“以前是一两年就换
个地方，现在是在水电行业扎了根。”已
经在水电行业工作多年的“民技工”闵

芝祥说。
在记者采访的 20 多名农民工中，

大部分参与水电工程建设的年限超过
了 5 年。42 岁的农民工陈彬姚已在水
电行业工作了14年。“我一路跟着水电
工程走，十几年来就是从一个工地转到
另一个工地。我身边的许多农民工兄
弟也是这样，不管跳到哪个施工单位，
都离不开水电行业。”陈彬姚说。

“将‘农民工’改为‘民技工’就是为
了体现尊重和认可，对农民工群体更加
关注和重视既是其自身的要求，也是保
持水电建设队伍稳定的必然选择。”溪
洛渡工程建设部党委书记张世保说。

一些劳务经纪人告诉记者，农民工
流动的原因除了“吃饱饭”外，以前几乎
不被考虑的职业健康、技能培训、文化
生活等软性因素，现在也成为就业的重
要条件。

在主要为施工单位员工和周边移
民服务的四川省宜宾县人民医院向家
坝分院内，记者看到数十位农民工正在
进行体检，他们拿着自己的体检表排队
进入内科、外科等诊室。

“医院业务量从2009年的二三十万
元增长到2011年的300多万元。”宜宾县
人民医院向家坝分院院长王月康说，除

了施工单位组织农民工进行上岗前统一
体检外，很多农民工也主动来检查、复查，
越来越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了。

在溪洛渡工程建设部急救中心文
件柜里，记者看到几百份农民工健康档
案表，上面详细列出了血压、肝功能等
各项检测数值，超出正常范围值的项目
予以标注，注意事项一栏写明医嘱和建
议不能从事的工种。

农民工杨远福感慨道：“以前的愿
望就是吃饱饭、拿到工资，现在我也希
望单位能经常给检查身体，万一有病别
耽误了。”

除了关注自身健康之外，农民工
对于丰富文化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
在溪洛渡水电站农民工营地图书室，
记者看到借书登记簿上已经写了厚厚
的几十页，《亮剑》《名人名言》《二十几
岁改变男人的一生》等书受到农民工
欢迎。

与此同时，农民工渴望技能培训的
诉求也愈加强烈。但随着各地用工荒
的到来，建筑、水电工程参建单位内部
也出现了互相争抢娴熟技工的现象，一
些单位因为害怕“替别人培养骨干”而
不愿意下力气开展农民工培训。

当前用工紧张形势不断加剧，加
之手机、电脑等信息工具更为普及，农
民工能迅速了解各行业的工资水平，
一旦感觉工资偏低就会去别的单位。
记者发现，除了待遇和福利外，“要身
份”成为一些农民工更为关切的话题。

“现在一线工人最少每月能拿3000
元，技术含量高的工种每月工资能超过
万元，这是我们长期在水电行业干活的
主要原因。”今年40岁的水电四局农民
工张福林如今已是工程队的副队长，他
每月能拿到7000多元工资。

解决“温饱”问题后，农民工期盼
解决不同身份劳动者之间的待遇、权
利等方面的差别问题。记者发现，施

工区给农民工提供的权益保障和养
老、医疗、子女就学等由社会提供的合
法权益保障衔接不畅。

“在城镇打工的农民工参加的是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假如要转移回农
村，存在参保缴费标准不一致、养老待
遇不一致问题。”昆明市社会保险局副
局长冯玮介绍，其中建筑行业务工人
员参保多是工伤保险，因为其用工关
系复杂，监察难度也很大。

“虽然工资越来越有保障，但很多
实实在在的差别还是让大家感觉低人
一等。我们最希望能够稳定下来，也
成为‘单位人’。”来自云南省的农民工
刘明全说，身份差别主要体现在稳定

性、社保、福利、政治待遇等方面。
针对农民工管理中存在难题和农

民工诉求变化的新趋势，三峡集团探
索统一用工、统一食宿、统一培训、统
一劳保、统一支付、统一体检、统一表
彰的“七统一”管理服务模式，农民工
投诉、讨薪问题大幅减少，用工队伍日
益稳定，一批农民工成长为组长、班
长、队长、科长，正逐步实现身份转化。

“以前只想能吃饱饭，下班回来洗
个热水澡，没想到自己能当上单位的

‘干部’，还把老婆孩子都带到了身边，
工作的劲头更足了。”从编外砼工当上
浇筑队队长的“80 后”农民工付强
说。 （据新华社昆明2月24日电）

“用脚投票”源于股市。在股份
制公司中，产权是明晰的，投资者以
其投入资本的比重，参与公司的利
润分配，享有所有者权益；以其股权
比重，通过公司股东代表大会、董事
会，参与公司的重要决策，其中包括
选择经理层，这就是所谓的“用手投
票”。同时，投资者还拥有另一种选
择权，即跑了、理都不理你的“用脚
投票”——卖掉其持有的公司股
票。现在通常用来比喻对某事的失
望或抵触，从而选择离开或者放弃。

用脚投票

相关阅读▶▶

名词解释▶▶

企业急招工 员工忙跳槽

在浙江杭州人力资源市场内，经营一家小餐馆的丁先
生焦急地询问应聘人员：“能不能尽快到餐馆洗碗。”他告诉
记者，老员工都回老家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返城，餐馆马上
要开业了，急需几个熟练工。

义乌立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营运经理告诉记者，300
多人的企业，春节后只有一半的人准备回来工作，自己取消
了回老家过年的计划，初三就开始招人。

与招工企业的焦急心态不同，一些已经返城的农民工
并不急于确定工作，甚至有不少人正在“骑驴找马”。

安徽姑娘戴佳妮两年前来杭州，一直做电磁炉工厂计
时工，销售淡季每月只有1000元左右的工资。“我今年才
20岁，想找一份喜欢的工作，最好是在车展中做模特。如
果实在找不到，就还回到原来的工厂。”

上海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人赵建德等专家
预计，随着产业技术升级和员工需求量的提升，部分行业的
结构性用工荒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长期存在。

农民工找不到满意的工作，企业一些工作强度大、技术
含量高的岗位又招不到合适的人才。重庆秋田齿轮相关负
责人说：“近年来技术工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每年新增用工
近10万人，却很难找到适应岗位的技术工人。”

“与其费力招人，不如悉心留人”

记者采访中发现，有一家从2005年以来就没有闹过用
工荒的企业——浙江省义乌市双童日用品有限公司。“春节
过后，70%的老员工会返厂，另外15%是经老员工介绍来的
老乡，只有剩余的15%是通过人才市场招聘的。”义乌市双
童日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楼仲平说。

楼仲平介绍：“我们的用工秘诀很简单，就是尊重农民
工，让他们分享企业的发展成果。”自2005年以来，该企业
多次提高员工待遇，每年加薪15%左右。2012年，所有员工
月收入都超过3000元。与此同时，企业注重改善工作、生活
条件，满足员工的精神文化需求，“真正把员工当家人”。

楼仲平认为，其实很多时候，是企业本身太浮躁。只看
到眼前利益，不重视维系人心。需要的时候招工，淡季的时
候裁员，这样哪能不出现用工荒？员工是企业的基础，员工
对工作环境满意，企业就不会出现招工难的情况。

“与其费尽力气招人，不如悉心留人”，接受采访的企业
界人士指出，在很多地区，依靠低成本劳动力获利的生产方
式已经难以持续。要短期改善季节性用工荒，长期改变结
构性用工荒，都要依靠改善企业的用工环境，为员工提供晋
升空间，强化企业与员工的关联性，形成“锁定效应”。

政企联手打造劳动力“蓄水池”

一些学者指出，顺应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需求，政府和
企业应将促进就业与人力资源开发相结合，大力加强职业
培训，全面提升劳动者职业素质和就业能力，为劳动力市场
打造“蓄水池”。

提升劳动者技能，往往能实现企业和员工的双赢。上海
市闸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首席职业指导师周妤科长介
绍，闸北区引入了由政府出资补助、企业实施培训的职业培训
计划，学员可享受每人每月600元的补贴，企业还能按学时和
学员人数得到一定的补助，提高了其培训员工的积极性。

做焊工的安徽人李明利已经在上海一家国企工作多
年，同事也都是合作多年的技术工人，“好多年都没找过工
作”。现在，他不仅享受到了职业培训补贴，随着技工等级
的提高和工作年限的增长，收入水平也有了不小的提升。

重庆市社科院研究员李勇说，要加快完善教育机制，鼓
励引导更多的年轻人接受高质量的职业技术教育，造就一
大批实用型、技能型人才。与此同时，企业也要改变“只消
费不培养”的用人方式，加强职工在职学习和培训，建立以
企业为主体、以职业技术学校为支撑的劳动力技能提升体
系。 （据新华网 网址：www.xinhuanet.com）

企业频遇用工荒

费力招人不如悉心留人

从“农民工”到“民技工”：产业工人之路渐行渐近

从“吃饱饭”到“要体检”：软性因素不再可有可无

从“讨工资”到“要身份”：生存权、保障权、发展权一个都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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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

择木而栖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