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蹲点手记】

新闻摄影新闻摄影

本报社址: 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 61 号 邮政编码:100718 定价:全年 352 元 每季 88 元 2 月 29.26 元 其余月 29.34 元 零售:逢 4 版 0.56 元 逢 8 版 1.12 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东工商广字 0184 号 工人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责任编辑：刘金梦责任编辑：刘金梦

E－mail:grrbmssyb@vip.sina.com

一线蹲点影像一线蹲点影像

广州“制衣村”再现招工潮
本报记者 吴凡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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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后元宵节后，，各地用工需求激增各地用工需求激增，，劳动力市场加劳动力市场加
速回暖速回暖。。

在广州市海珠区在广州市海珠区，，以康乐村以康乐村、、鹭江村鹭江村、、大塘村为大塘村为
代表的多个代表的多个““制衣村制衣村””迎来招工高峰迎来招工高峰，，吸引了数以万吸引了数以万
计的务工者前来计的务工者前来。。经历三年疫情后经历三年疫情后，，今年的工人好今年的工人好
招吗招吗？？工人都回来了吗工人都回来了吗？？市场的风向可有变化市场的风向可有变化？？

22 月月 66 日至日至 1414 日日，，带着这些问题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蹲本报记者蹲
点探访广州城中村及周边地区点探访广州城中村及周边地区，，发回报道发回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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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7日，在大塘村一角，求职者们观看各类招聘广告。

2月11日傍晚，在康鹭片区一路旁，一位家长带着两个孩子
“摆摊”，一边招工人，一边招客户。

北方的雪花还在飞舞，岭南已经春风拂面。

2 月 6 日 7 时许，在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康乐村中约南新街（也称

“招工一条街”），招工的老板们就已经在街道两旁排出绵延数百米的长

列，一手拎着衣服部件，一手举着招工牌，翘首以盼。从高处俯瞰，站定

的老板们像长河两岸的堤坝，把流动的工人们紧紧包裹在马路中间。

偶尔有车一路鸣笛而过，在人潮中带起涟漪。行人摩肩接踵，讨价还价

声、摊贩吆喝声与车辆鸣笛声不绝于耳，场面喧嚣而热闹。

康乐村、鹭江村等地是广州市海珠区有名的城中村，这里紧邻华

南地区最大的服装面辅料市场——中大纺织商圈，发展制衣产业优势

明显。其独特的“短工计件”模式，用工量大、门槛低，吸纳了数十万外

来务工人员。如今，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制衣村”也随着春天的脚

步，迅速复苏。

“看我这生意就知道，今年上街招工的老板比往年要多不少。”一

位早餐摊主对记者说。

这里的招工高峰期从元宵节开始，一直持续到正月底。而在年初

的两三个月，通常都是工人挑老板的行情。

“现在长工很难招，都是短工，像吃流水席一样，吃完就去下家了。”制

衣厂老板朱世豹说。短工用工灵活，自由度高，干一单结算一单的钱。

“像送外卖一样，有空了还可以去城里逛逛。”一位年轻人说。

相比于招工老板，找工作的工人们看起来要“从容”很多。

在康乐桥旁的一排石墩上，常有工人坐等招工者上来问询。“现在

是短工市场，像我们熟练车位（制衣车工）一天挣不到 500元的话，我们

是不会干的。”一位中年男士摆摆手说。

听起来高薪且自由的工作，背后的付出也是惊人的。

制衣村 24 小时开张，工人们的下班时间跟订单挂钩，每天夜晚都

灯火通明。街上的小吃摊也是从前一天下午摆到第二天早上。

制衣厂老板张标介绍，因为客户要成衣，他们又不敢提前备货，只能

加班加点生产。节后，他的父亲、妻子也来帮工，平均每天工作超过 15
个小时，常常一干就一宿。实在困了，就找地方打个盹儿，醒来接着干。

凭借极佳的区位条件，在“制衣村”里生意好做是共识，但缺点也很

明显。脏、乱、差是一方面，“握手楼”里严重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整体上

更是挤压着广州城区未来的发展空间，产业转移升级是大势所趋。

2 月 10 日上午，来自湖南衡阳的蒋小荣夫妇从鹭江村出来，被停

在路边的清远市招工大巴吸引，红色的招工牌上“保底 8000-12000”的
大字分外显眼。当日，他们便乘坐免费大巴去“广州北·中大时尚科技

城”逛了一圈。宽大的制衣车间、免费的夫妻房、前四个月保底的工

资，让蒋小荣的爱人颇为满意。但蒋小荣担心流水线的工作可能没有

打短工挣得多。

“广州北·中大时尚科技城”位于广东省清远市，距离广州市 70 多

公里，这里也被誉为广州的“后花园”。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按照规划，

这里的服装产业园是准备承接包括广州“制衣村”在内的大湾区相关产

业的。首期计划招收 5000名熟练工，已正式签约 460多家企业，涉及整

个制衣产业链。对于新入职员工，科技城还会提供免费培训。

有人在考虑去现代化工厂，也有人在打算回家建厂。

来自湖北仙桃的李亮告诉记者，今年是他在康乐村的最后一年。“仙

桃离武汉汉正街近，我们当地熟练工也很多，我想着回家建个厂。”李亮

想回家建厂的原因还包括城中村日益上涨的房租和已经上初中的孩子。

“等到明年正月，我在老家的工厂应该就开张了，到时候欢迎你再

去看看。”临别前，李亮笑着对记者说。

给劳动者多一些温柔

遇见老朱是在凌晨一点的康乐村街头。老朱今年 41岁，出来工作已经 25

年，如今是康乐村两家小型服装厂的老板，雇了 20多名工人。

“现在最关注的还是城中村改造，不知道会不会拆到我这边来……”近来

村子里人气的复苏让老朱心里踏实了不少，但隐忧仍在。

阴冷潮湿的环境，来不及清运的垃圾，一些腐烂物的刺鼻味道，让很多本

地人都不愿走进村子，“脏、乱、差”已经成为城中村的标签。此外，国内产业升

级带来的压力和来自东南亚地区的竞争，也在不断压缩小型制衣厂的生存空

间。一些熟练工被挖走，客户的要求越来越苛刻，招工似乎一年比一年难。

“如果拆迁，房主会获得补偿，但我们多年投入的各种资源都会损失，工人

也得另谋生路。”老朱的担心也是很多小老板和制衣工人的担心。

的确，在产业升级、城中村改造的过程中，拆迁、转移几乎不可避免。如何

最大限度地做好承接，减少损失，保住更多普通劳动

者的饭碗，不仅需要从业者自身的调整应对，更考验着

决策者的智慧和担当，以及社会各方的理解和支持。

2月13日，广州市海珠区大塘村，招工的人和找工作的人挤满了街道。这里离广州塔直线
距离仅3公里。

2月14日中午，在广州市海珠区大塘村主街，求职者们根据衣服样品的工艺难度和制作报价，挑选适合自己的工作。招工的老板们大多骑着电动车前来，遇到有意向的工人，就直
接载去看厂。

2月 11日凌晨，在康鹭片区一路口，工人们在这里吃夜宵，背后的工厂还在忙
碌。春节后进入用工高峰，这里的工人经常是凌晨之后才陆续下班。

2月 10日下午，在清远市“广州北·中大时尚科技
城”的一家工厂内，线上直播招聘和线下带求职者现场
看工厂同步上演。

2月10日，在清远市“广州北·中大时尚科技城”主办的“一针一线”裁缝工匠培训
班上，老师傅们为新手做免费职业培训。

2月 10日，在清远市“广州北·中大时尚科技城”返
回广州鹭江村的大巴上，蒲天诚（左一）和素不相识的工
友们就找工作的趣事聊得热火朝天。

2月10日，从“制衣村”来到清远市“广州北·中大时
尚科技城”的求职者们参观生活区，这里提供首年免费
的四人间宿舍和夫妻房，同时赠送床上用品三件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