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于灵歌

小年过后，在北京做外卖配送员的史强

开始启程返回河南洛阳城郊农村的老家。元

旦假期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倒数起回家的

日子了。“一买好回家的票，心里就想着早点

和家人团聚。”出门在外，史强最想念的就是家

乡的亲人，尤其是家里不到3岁的小孩。

随着 2023 年春节临近和疫情防控措施

的优化调整，不少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与史强

一样，在辛苦打拼一年后准备返乡过年。备

年货、买车票、走亲戚……无论家在何方、路

有多远，漂泊异乡的劳动者最盼望的还是

团圆。

过年最盼的就是回家

晚上八点半，记者在面馆见到史强时，

他刚刚坐下来准备吃晚饭。“这几天不算忙，

一天只干了 40 多单。”此前，30 岁的史强一

直在河南做零工，去年来到北京送外卖。

“去年一年经历了很多难关，跑外卖虽

然辛苦，但只要勤快就有收获。”史强笑着

说，感觉自己苍老了很多。每当难熬的时

候，他就会想想孩子，今年回家还特地准备

买一套玩具作为年货带给孩子。

在外奔波，同样牵挂孩子的还有家在湖

南岳阳华容县的吴洪。吴洪今年 52 岁，和

妻子一起在外省工地打工，女儿在北京工

作。去年 12 月初结算完工资后，夫妻俩就

从山东济南的工地早早回家。“前几年都是

腊月二十左右才回，今年是 3年来第一次和

孩子在春节团聚。”吴洪说。

平日里工作忙，吴洪跟女儿联系的时间

比较有限，今年特地早点回家，就是想提前

着手准备年货。他说：“前几年都是给女儿

寄过去，比如腊鱼腊肉腊香肠、年糕鱼丸等

家乡味道，今年女儿回家过年，不仅能亲口

吃到，也能带一些回北京。”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助理研

究员李永萍对记者表示，外出打工的农民工

常常伴随着代际分离、亲子分离，返乡过年

对农民工而言，最直接的意义就是家庭团

聚。对在外辛苦务工的农民工来说，团聚也

是一种休息。

家乡是有牵绊的

“用来腌酸菜的白菜是自家田里种的，

猪肉是山上的‘溜达猪’，是家里独有的味

道，老家以外的地方吃不到。”说起家乡美

食，来自辽宁沈阳农村的孙健滔滔不绝。

32 岁的孙健目前是北京市西城区一家理发

店的理发师，从学徒开始做起，至今来北京

已经 15年。

“我总是会问自己，来北京是来干啥

的。只要在这里，就一直想要坚持打拼下

去。”孙健告诉记者，自己除了生病几乎不会

主动休息，总想着多学多干才能提高理发技

术，有所收获，也希望新的一年能做出点成

绩来。

由于担心回家路上人员流动太多，存

在感染的风险，孙健打算今年春节错峰回

家，正好能给自己放放假。“平时工作强度

大、吃饭不规律，节前最忙的时候一天工作

10 个多小时，晚上十一二点才吃上晚饭。”

孙健说。

忙着在外打工，不能及时回家的吴洪和

妻子也多了几件遗憾事。吴洪说：“最近几

年一直在外面，中间由于防疫规定、车票买

不到等情况没能及时回家，错过了很多亲人

的人生大事，包括一些亲人的去世，内心还

是很愧疚的。”

“对大多数农民工来说，家乡是有牵绊

的，其价值世界、意义世界仍然在乡村社会

中实现。”李永萍分析认为，对一些有返乡养

老等长远考虑的农民工，家乡的各种关系也

非常重要。例如，有很多农村在年关时办酒

席、红白事，农民工返乡后需要集中走动，去

维系和延续这种熟人社会的人情关系。

想看看村里的新面貌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 年

全年农民工总量超 2.9 亿人。这支庞大的

劳动者队伍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希望得

到诸如技能培训、晋升通道、个人发展等

方面的利好政策。《2021 新生代农民工职

业技能调研报告》显示，受访的 95 后新生

代农民工中，69.1%的人渴望获得职业技

能培训机会。

“打算年后问问老乡，看家附近有没有

好的工作机会，能不外出打工就不外出了，

如果外出，还是想在广东等地区试试，那边

的工资水平更高。”吴洪告诉记者，回家这段

时间已经了解到县城有一些搬运工、保安、

清洁工等工作机会，但相比现在的工资水平

较低，想趁着还有体力、干得动的时候，在外

面尽量多挣点钱。

相比之下，史强则对自己来年以及更长

期的发展抱有不确定的态度。他坦言，北京

的生活压力对自己来说太大，没有想过长期

扎根，打算回乡后在离家较近的洛阳城区做

点小生意，也方便回家照顾父母。

“农民工由于学历、经验相对有限，想要

提高技能，往往受到一定的限制，也存在不

确定性。因此农民工谋求长远发展，往往不

是聚焦于个人的职业发展，而是通过几代人

的合作来实现的，比如通过‘年轻夫妻外出

打工、父辈在家务农’这样的分工模式，从而

实现资源的积累和配置。”李永萍说。

李永萍认为，农民工外出务工有时会带

来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问题，这是转型社

会中农民家庭必然要经历的阶段性阵痛，需

要政策做出相应的调适。例如，可以通过建

设乡村社会中低成本的养老院、振兴乡镇中

小学等方式，完善公共服务，缓解农村家庭

的压力。

“每年外出，一走就是一整年，回来时家

乡的山山水水就换了新面貌。”在吴洪的春

节计划中，除了吃团圆饭、祭祖、走亲戚等常

规活动，还打算和孩子去周边乡镇转一转。

他说：“听说这两年农村也有很多建设得不

错的景区，方便周围县市的人游玩，我们也

想去看看村里的新变化。”

最盼是过年，最念是

编 者 按

除夕的脚步越走越近，对许多常年在外打拼的务工者而言，今年春节是难得的与家人团聚的时光。有人买票后就开始盼望着到家

的那一天，有人早早准备好丰富多样的年货，有人选择错峰返乡减少感染风险……出门在外，纵然难免诸多遗憾，有所收获就好。在异

乡人的心中，最盼仍是过年，最念还是亲人。

打工话题趁热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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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带岗新玩法
大年三十，团圆宴上饭菜飘香，亲朋好友

共聚一堂。这几年走南闯北在外打工，好玩

的、有趣的、印象深刻的，多少回忆和故事都

一一积攒，不如就此趁热和亲友分享！

春节期间，大家都爱刷着手机乐一乐，直

播招聘、短视频推介、零工平台 APP……这些

你都刷到过吗？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农民工如今刷手机

就能获得最新的岗位信息，还可以提前了解工

作环境和待遇，甚至实现远程面试和签约。新

的网络求职方式，不仅可以缩小信息鸿沟，还

能为务工者节约求职时间。

知识分享看蓝领
在视频创作平台,有职业背景加持的内

容“遍地开花”，建筑工、电焊工、维修工、外卖

员等蓝领成为知识分享赛道的重要参与者。

鲜明的职业背景和技能特征，成为这些创作

者进行知识分享的独特标志，也为他们带来

实现第二收入的可能。

有建筑工两年多时间就收获 60 多万粉

丝，和无数慕名前来围观的网友；有外卖小

哥发出的视频爆火，在单个播放平台就获得

了 560 多万的观看量；还有电焊工收到在校

大学生的留言请教，在网上收了一批“徒

弟”……蓝领力量被更多人看见，也制造出

各种奇妙互动。

传奇工友太有趣
在各地打拼的路途上，你遇到过身怀

绝技的传奇工友吗？

河南 00后修车小伙儿浩阳，穿着深灰色

工作服，在空闲时间带着工友们一起在修车

店门口跳街舞。

来自贵州山区的陈江山，既能站在 7 层

楼高的架子上作业，又能沉下心用古筝给工

友演奏《沧海一声笑》。

56 岁的清洁工王柳云平日里在写字楼

里打扫卫生，业余时间就在 6 平方米的出租

屋里开始绘画临摹和创作。

心怀热爱，哪里都是舞台。他们默默坚

持自己的热爱，也是工友中的大明星呢！

试试返乡找工作
你发现了吗？村里的致富方式有了新变

化……超市老板增设快递驿站、种植农户“变

身”发件人、返乡青年创立乡镇网点，小小的

物流网点，串联起村里那些人、事、物。

除了贯通县乡村的快递物流，农民工想

要实现就近就业还有许多渠道。例如，乡村

休闲旅游和直播带货、农村电商等新业态，

农村创业创新带头人，以及乡村工匠、以工

代赈等农村建设项目。

为鼓励和帮助更多农民工留在家乡就

业创业，各地也出台了创业扶持、补贴培训、

企业招聘优惠等帮扶政策，帮助农民工解决

找工作、创业中的难题。

劳务品牌来说话
你知道自己家乡有哪些劳务品牌吗？

劳务品牌既是代表从业者技能质量的一张

“就业名片”，还能进一步提升劳务组织化程

度，让一方百姓都能端上“金饭碗”。

山西的“吕梁山护工”、河南的“淇滨家

嫂”、湖南的“电力湘军”、湖北的“监利龙虾

养殖能手”……这些响当当的劳务品牌在

劳动服务实践中渐成规模，乘着乡村振兴

的“东风”愈加兴旺。

统计显示，截至 2021 年底，全国各地共

创建劳务品牌近 2000个，涉及的行业从以传

统建筑、制造和家政服务等为主，逐渐向全

社会的各行各业开拓发展。

新市场有新机遇
进城务工，除了进入传统行业，还可以关

注近年出现的一些新兴市场的需求。

例如，处于餐饮市场风口的预制菜产业，

将行业人才需求延伸到菜品研发、生产、加工、

仓储、物流、营销等各个环节，求职者可以根据

自身优势和特点找到适合的岗位；研学旅行行

业的兴起，不仅催生了“研学旅行指导师”新职

业，还将为下游乡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茶文

化申遗成功，让与茶叶相关的技能培训、电商

直播和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更加红火。

当然，这些新赛道的开启，既是机遇，也

对从业者技能提出新挑战。

学历提升怎么做
你有没有未完成的学历梦想？是否想过

再拿个文凭？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的车间工

人张淑宝，就自学 11 年考了 12 本证书，实现

了他儿时的梦想。

42 岁的深圳电子厂流水线女工黄妹芳，

通过参加深圳市总工会的“圆梦计划”，也拿

到了大专文凭，获得了 60 分的落户基础分，

同时还在争取社工资格证、本科文凭，冲刺落

户资格。

职业、年龄、地域并不会限制人们对知识

的渴求，社会各界也在为有志于提升学历的

农民工提供各类机会，学历提升为务工者创

造更多人生的可能性。

职称评定来参与
去年 10月，河北省石家庄市农民李永平、

于江评上职称的事儿“火”了！两位农民凭借

过硬理论知识和丰富生产实践经验，通过了

石家庄市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审，成为全

市最先取得初级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

此前有政协委员建议，给外卖配送员“评

职称”，畅通外卖快递员的职业晋升通道，并探

索制定外卖配送员积分入户和推荐入户制度。

随着职业制度的完善，“职称”离农民工

也越来越近。以职称评定的方式统一技能考

核标准，增加职业晋升和享受技能人才政策

的机会，正成为广大务工者的期待。

（文/刘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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