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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村里纺织厂的发展，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右

江区汪甸瑶族乡汪甸村村民韦春燕，就在家门口打工。“前

几年在广东务工，一年也就春节时候回来一趟，现在在这

里做纺织工人，每月工资到手也有3000元左右，离家近又

能照顾家庭。”她介绍，纺织厂自建厂以来，吸引了10多名

当地群众从城市返回村里就业。

韦春燕就像时代大潮里的一滴水珠，折射出农民工这

个群体的就业变迁。

根据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报告，2012年至2021年，

全国农民工总量由2.6亿人增至2.9亿人。

此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

告》则显示，全国 2.9亿农民工中，外出农民工约 1.7亿人，

比 2020 年增加 213 万人，增长 1.3%；本地农民工约 1.2 亿

人，比上年增加478万人，增长4.1%。在外出农民工中，跨

省流动为7130万人，增长1.1%；省内流动超过1亿人，占外

出农民工总量的58.5%，增长1.4%。

类似的案例和数据都清晰地表明，越来越多的农民工

不再“跨省打工”，实现了“就近就业”。这是近年来农民工

就业发生的一个显著变化。

告别“跨省打工”，实现“就近就业”，是经济社会发展

的必然。

中宣部举行的“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

布的数据显示，过去10年间，我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

2012 年的 53.1%上升到 2021 年的 64.7%。城镇化率 10 年

间已提升超过10个百分点，背后是上亿规模的人口流动，

约1.8 亿农村人口进城，成为城镇常住人口。

而随着区域协调发展，各地城市就近提供了更多就业

岗位、更高的薪酬、更好的保障、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这就

让越来越多曾经远赴北上广等发达地区的农民工有了更

多就近的选择。

包括交通在内的公共基础设施的发展，也为农民工就

近就业提供了便利。城镇和周边乡村普遍形成了日常生

活高度一体化的城镇生活圈，这让越来越多曾经需要外出

的农民工可以实现有效通勤，就近就业。

另外一个大背景则是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战取得全

面胜利之后的乡村振兴战略，把更多的就业机会送到了家

门口，这就让许多像韦春燕这样的人，有了在家门口打工

的机会。

农民工的这种就业形势，是大势所趋。

今年 3 月，《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下称《纲要》）发布。《纲要》提出推

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其中提到，加快县城

补短板强弱项，支持东部地区基础较好的县城建设，重点

支持中西部和东北城镇化地区县城建设，合理支持农产品

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建设，稳步有序推动符合条

件的县和镇区常住人口20万以上的特大镇设市。

可以预见，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像韦春燕那样在自

己的家乡就能找到一份适合的工作。曾经背井离乡的农民

工，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了自己的美好生活，也为国家的

现代化建设贡献了汗水和力量。未来，他们一定能更加便

利地共享国家发展的成果、追逐自己的美好生活。

打工前沿G

因受到线上消费等冲击，实体小店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探寻街边小店的“突围秘方”
阅 读 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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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见越来越多的
农民工“就近就业”

本报记者 甘皙

“上个月刚得到证书，很高兴，但我对

待工作不会有任何懈怠。”近日，接受《工

人日报》记者采访时，快递员李桐桐谈及

自己荣获“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称号时很

平静。

近日，共青团中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联合印发《关于命名表彰第 21届全国青年

岗位能手的决定》，公布了“全国青年岗位能

手”称号的获奖名单，邮政快递业共有 7名青

年获奖。河北沧州市献县中通快递员李桐

桐，作为 95后青年成为了其中之一。

对于荣获“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的称号李

桐桐表示只是自己很幸运，她认为网点里面

还有很多比她能力强的人，她只不过是刚好

去参加了比赛。

回顾自己 8 年的工作经历，李桐桐的语

气中透着同龄人难有的成熟。2014 年 1 月，

河北献县中通网点规模小人手紧张，刚入职

的李桐桐靠自己学习摸索，一点一滴累积经

验，认真学习各部门的业务。“我就是一块

砖，哪有需要往哪搬。”李桐桐先后从事过派

件员、客服、门店驻店业务员、数据组组长等

工作，多年的一线工作经验和刻苦钻研学

习，让她对于收派件、打包快递等技能既熟

悉又熟练。而这些对于她参加的比赛帮助

很大。

李桐桐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参加比赛的

日子。2021 年 6 月 11 日，李桐桐和同事一起

参加了沧州市第四届邮政行业职业技能大

赛，并在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了三等奖。此

后便一路获得 2021 年河北省职工职业技能

大赛快递员决赛第二名、2021 年全国行业职

业技能竞赛——第三届全国邮政行业职业技

能竞赛总决赛二等奖。

“每次拿到名次都是意料之外，我只是尽

自己的全力。”李桐桐告诉记者，在全国比赛

她所参加的项目中，不仅要比拼智能柜的使

用、正确打包绿色环保包裹等技能，最难的是

投送线路设计，“需要自行安排破损件、生鲜

件、正常件等快件的派送顺序和合理派送路

线，从而保证所有快件的派送时效。”

李桐桐坦言，在比赛中，意识到自己和其

他选手还有差距，特别是在国家标准的操作

流程和日常习惯上有很大不同。“怎么包装速

度更快；确保包裹的安全又节省胶带；派送路

径怎么规划更合理……”李桐桐总结经验，将

规定的标准要求应用于工作实践。

在市级、省级、国家级技能大赛连连获

奖后，李桐桐无论是专业技能还是业务能力

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作为 95 后，工作

了 8 年多的李桐桐也算得上经验丰富的快

递人，之所以能在这个男性居多、需要更多

体力的岗位上坚持下来，李桐桐说，每当看

到自己将满满一车快递都送达后会很有成

就感，这份成就感也会支撑着自己一直走

下去。

“全国青年岗位能手，既是荣誉，更是鞭

策！”谈及未来，李桐桐表示会继续在立足本

职工作的基础上，“利用好自身技能优势，做

好乡镇最后一公里的投递服务，努力提升服

务质量。以更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发扬‘小

蜜蜂’精神，把快递服务做得更好。”

在各级技能大赛上连连得奖，快递员李桐桐获评全国青年岗位能手——

巾帼不让须眉的“小蜜蜂”

本报记者 柳姗姗 彭冰

“土窑焖烤，羊腿嘎嘣脆……”在今年“十

一”黄金周，位于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昌平街

的幸福玖号土窑烧烤店座无虚席，老板张井

国一边为客人手撕新鲜出窑的羊腿，一边笑

呵呵地介绍自家烧烤独有的风味。让他高兴

地是，这个黄金周的营业额比去年同期增加

了一半，不少来长春出差、度假的外地人成了

小店的新客户。

能买到传统零食的小卖铺、一早便热气

蒸腾的包子铺、各样水果码得整整齐齐的水

果摊、让人回味无穷的特色小吃店……街头

巷尾的小微实体店承载着老百姓日常生活的

浓浓烟火气，也是城市实体经济的“毛细血

管”，对稳定经济、实现就业等发挥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这几年，因受到线上消费的冲击

和疫情等影响，街边小店的发展迎来前所未

有的挑战。那么街边小店会消失吗？近日，

记者采访了长春街头几家经营日久的小店，

一探他们在发展中的“经营秘方”。

小店成为离不开的烟火气

幸福玖号土窑烧烤被很多老客户称为藏

在胡同里的宝藏小店，这家店外表看去并不

起眼，里面也只有 200㎡左右大小，客人却总

是很多。独具风味的满族土窑焖烤羊脖子和

大公鸡，是不少老客魂牵梦萦的舌尖美味。

2006年，已在长春餐饮行业打工 10余年

的张井国决定跟媳妇一起创业。夫妻俩从地

摊烧烤开始，然后盘了小店，又扩大了店面，

16年的苦心经营让小店红红火火。

“我微信里有 7000 多个好友，媳妇微信

里 5000 多个，95%以上都是咱家老顾客，而

且短视频账号里还有 6万多个粉丝。”张井国

告诉记者，店里每天营业时间从下午 4 点到

晚上 11 点半，只提供晚餐，20 张桌基本天天

爆满。

张井国的小店一火就是十几年，刘健军

开办的小不点美发店更是 28 年长盛不衰。

小不点粉色的牌匾充满年代感，也给了成百

上千的老顾客无法替代的亲切感。

“这些年小店积攒了不下 2000 名老顾

客，其中很多是全家人都找我们理发。踏踏

实实地干，这行不可替代！”刘健军一脸笑容

地说。

28 年前，刘健军从黑龙江鹤岗的一个偏

远农村来到长春开了美发店，先是在不足 10

㎡的小店内，后又换了现在这个 80㎡的门市

房，理发师也增加到 5人。每天从早上 8点半

到晚上 8 点半，客人络绎不绝，依托小店，刘

健军没几年就在长春买了房安了家。

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统计数据显

示，截至 2021 年底，全国登记在册个体工商

户已达 1.03 亿户，同比增长 11.1%，占市场主

体总量的 2/3，其中，九成集中在服务业，主

要以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和居民服务等业态

为主。小店撑起了很多普通家庭的收入来

源，也解决了大量人口的就业。对老百姓来

说，这些能够满足生活服务所需的小店，不仅

仅是单纯的消费场景，更是慰藉味蕾与心灵

的人间烟火气。

用心经营没有迈不过的坎

位于长春市南关区亚泰大街金水家园小

区门口益邻平价超市的老板李大哥做这行已

经有 20多年，光现在的这家小超市就有 10多

年了，小店的收入也支撑起了一家三口在城

市生活的花费。曾经，这种开在居民家门口

的便利店极受欢迎，女人们操持家务的油盐

酱醋茶、男人们看球时的啤酒花生、孩子们喜

爱的零食饮料都能在小店里买到，热情健谈

的老板、老板娘也成了离不开的好邻居。

“这几年网络平台对我们小店的冲击很

大，再加上各自成家的年轻人都搬到了新城

区生活，小区居民购买力也在不断下降，下一

步怎么干我们也还在思考。”李大哥说。

“困难肯定会有，干啥事都不可能一帆风

顺，用心经营，想办法去解决就好了。”张井国说。

2012 年初，张井国夫妻俩的烧烤店刚搬

到现在的位置时，不到 200 米长的街上就有

四五家烧烤店，再加上做地摊烧烤的，总数能

达七八家，而且有的店已经开了十多年，竞争

之激烈自不必说。

“我俩就研究，小店生意要想做好必须创

新产品，不然一走一过的顾客凭啥上咱家吃

饭？”张井国说，他是满族人，结合夫妻俩多年

从业餐饮的经验，最终决定做满族特色烧烤。

2012 年下半年，张井国的小店焕新营

业，这也是长春市首家土窑烧烤，没想到一下

就跟同街的烧烤店拉开了差距。经营火爆

时，顾客们经常需要等位，且每到滑雪季节，

大批外地游客也会蜂拥而至，慕名前来打卡。

如今，幸福玖号所在的街上，其他烧烤店

早已改换门庭不知去向，只有这家土窑烧烤

的客人仍络绎不绝。张井国告诉记者，不管

是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还是疫情的不利影

响，凡事都有解决办法，关键是得想得做。

会优胜劣汰，但不会消失

街边的小店会消失吗？在线上消费和预

制菜等各种新业态、新形势的冲击下，很多人

担心餐饮小店终有一天会经营不下去，对此，

张井国的答案是“会优胜劣汰，但绝不会消失”。

在幸福玖号，80%以上的顾客张井国都

能叫得上姓，一位顾客上次进店时坐的位置，

点的菜，要的酒，甚至是对哪道菜有一个什么

样的评价，他都能“拿捏”一下。爱上幸福玖

号的客人，除了爱这里的美味，也爱老板、老

板娘的热情与风趣，夫妻俩经常会和客人聊

天寒暄，征询对菜品和服务的意见。这种基

于人情味的服务所带来的交互体验，也是小

店不会消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干一行就得钻一行，以咱们餐饮业来说，

除了要有诚恳热情的服务态度，食材品质更要

放在第一位，必须让客人吃得放心。”张井国

说，夫妻俩每天凌晨 4 点多就出门采购食材

了，尽量保证当天买当天用，新鲜的食材、实在

的工艺、安全的品质才能赢得顾客的好口碑。

理发是老百姓的刚需，但近几年，也有不

少理发店关门停业。“我一直坚持把每个顾客

都当成亲人一样热情服务，尤其是孤寡老人

家里需要换个灯泡、修个水管啥的，能帮就帮

一把。我和顾客们处得就跟一家人一样。”刘

健军说。在老顾客心中，刘健军是个热心肠

的“活雷锋”，就算搬到其他地方居住了，也要

到小不点剪发。

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统计数据，

2021 年，全国共有 961.9 万户个体工商户注

销，但新设的个体工商户却高达 1970.1万户，

退出新设比为 50：100。事实证明，实体店不

会消失，会消失的只有那些不适应市场需要、

经营理念落后的实体店。

“以后我们还想把小店的产品和品牌发

扬光大，能让满族土窑焖烤的名字再响亮一

点。”张井国自信满满地说。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底，全国登记在册个体工商户已达

1.03亿户。小店撑起了很多普通家庭的收入来源，也解决了大量人口的就业。对老百姓

来说，这些能够满足生活服务所需的小店，不仅仅是单纯的消费场景，更是慰藉味蕾与心

灵的人间烟火气。那么受到线上消费等冲击，街边小店会消失吗？

新兴产业带动生态、经济“双丰收”
新开发公益性岗位 1万余个，困难人员再就业 4000余人

合肥多措并举帮扶就业援助对象
本报讯（记者陈华 唐姝 通讯员王梅）今年以来，安徽省合

肥市通过推进“三公里”就业圈提质增效、大力开发公益性岗

位、实施就业救助兜底等工作，不断提高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兜

底工作质量。截至目前，合肥已新开发公益性岗位 12432个，

帮助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 4705人、失业人员再就业 28725人。

据了解，为帮扶社区困难群体就业，助力“家门口”就业，

合肥建立社区居民就近就地就业人岗匹配的数字化信息平

台，扩大社区就业岗位供给。同时，依托社区“三公里”平台大

数据，实名制动态管理和分类帮扶，为每一个就业困难人员精

准推送 3次以上岗位信息，提供 1次职业指导，实现“零就业家

庭”动态清零。

合肥还将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纳入就业创业民生工程，通

过市场渠道安置难以实现就业的困难人员。2022年在街道（乡

镇）、社区（行政村）开发疫情防控员、社区管理员、安全信息员

等临时性专项岗位 4200个，安置有就业意愿的因疫等原因失

业人员，由财政资金给予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

在创业担保贷款扶持带动方面，合肥对创业担保贷款重

点群体进行分类统计，不断健全完善统计制度。进一步优化

经办流程，在安徽省规定的“735工作日”基础上，推行创业担

保贷款审核“123 工作日”制。合肥市人社局、经办金融机构

建立联合会审机制，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资质、额度、贷款期

限等进行联合审核，由财政部门给予贴息。

此外，合肥深入开展“政府免费帮您找工作”活动，完善低

保人员等 7 类就业困难对象档案，提供“一对一”就业援助。

今年以来，拨付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899.85万元。

本报讯（记者时斓娜）国家统计局近日发

布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

告之十八显示，10 年来，我国人口流动日益

活跃，城镇就业规模持续扩大，重点群体就业

保障有力，企业用工更加规范，就业服务日臻

完善。

人口流动是当前我国人口与社会发展的

一个重要特征。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

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城镇就业人员保持

增长态势。2013 年，城镇就业人员比重首次

超越乡村，达到 50.5%。2021 年，城镇就业占

比进一步提高到 62.7%，比 2012 年增加 13.8
个百分点，年均提高 1.5个百分点。

为保障重点群体就业形势稳定，针对农

村劳动力，我国加强跨区域精准对接，有效促

进富余劳动力外出就业，依托县域经济、乡村

产业发展，鼓励就地就近就业和返乡创业。

2012年~2021年，农民工就业规模平稳增长。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更加突出强调实

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劳动保障逐步完

善，企业用工更加规范。国家不断完善相关

法律法规，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强化

劳务派遣用工监管，规范劳动合同签订，加强

劳动执法力度，大力开展根治农民工欠薪行

动。2021 年，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立案查

处工资类违法案件 6.3 万件，为 45 万名农民

工追发工资等待遇 56.5亿元。

此外，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公共就业服务

体系不断健全，就业服务日臻完善。目前全

国县（区）以上普遍设立了就业公共服务机

构，超过 98%的街道、乡镇建立了服务窗口，

提供登记招聘、登记求职等免费服务。2021
年末，全行业共有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5.91 万

家，全年共为 3.04亿人次劳动者提供就业、择

业和流动服务。

2021年城镇就业占比提高至62.7%
重点群体就业保障有力，企业用工更加规范

近日，重庆市梁平区屏锦镇新桥社区，利用闲置厂房建立的重
庆瑞海竹艺有限公司，工人在编织仿古灯笼。

重庆市梁平区先后关停污染严重、效益低下、安全隐患突出的
企业80多家。同时，围绕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农村现代

化、旅游产业化和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建设，充分盘活关停企业
剩下的老旧厂房、闲置资产，因地制宜引进了智能家居、通用航空、
预制菜和竹制品加工等一批新兴企业，以新兴产业推动当地经济
转型发展，实现了生态、经济“双丰收”。 刘辉 摄/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