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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
今年春节期间，“压岁钱赶超月工资”一度成为社交网络讨论的热点话题。《工人日报》记

者在回乡调查过程中了解到，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部分年轻务工者步入人生新阶段，给出

的春节红包金额确有上涨，但也有人在尝试新式的春节送礼方式，让春节红包回归“本意”。

直播电商带动相关就业增加
本报讯（记者杨召奎）2月 27日，短视频直播平台就

业价值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

业 与 民 生 研 究 院 发 布 的《直 播 平 台 就 业 价 值 报 告

（2023）》（以下简称《报告》）指出，直播电商有力促进就

业和推动产业数字化。春季是用工招聘的高峰，作为

“前店后厂”的服饰直播间，目前招聘用工最缺的是制衣

厂车工。

《报告》指出，短视频直播就业呈现出数字职业化、

直播产业化、从业大众化和就业规模化四个特点。直播

电商带动相关就业增加，不仅来源于直播间自身催生的

30多种新职业，还来源于直播电商带动的上下游产业链

的大量就业机会。其中，以快手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平台

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力量。

“今年‘新中式’服饰走俏，春节期间我们的订单量

至少翻了一番。目前工厂招聘裁剪员、车工、熨烫员、包

装员等工人，最紧缺的岗位是车工，需要二三十人。”来

自江苏常熟的主播王玥说，直播间除了带动新职业就业

外，也带动了大量的工厂就业。

“我们的快手账号有 60 多万粉丝，带动了 3 个大厂

和 10 多个小厂上千人的就业。”来自广东广州的主播李

福佳介绍说，一场直播下来，她能卖出 3000 至 5000 单。

在她的直播屏幕背后，助播、直播选品员、客服、仓储等

多个岗位联动，直播间下单随时都在发生。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

员刘航表示，互联网的发展已经进入产业互联网的阶

段，数字经济平台很大程度上带动了第一产业、第二产

业的发展，进而催生大量互联网相关的就业机会。

本报记者 周子元

“给爸妈和其他长辈的红包，加上提前准

备的年货礼物、给父母买的新衣服，大概花了

我近一个月的工资。”2月 25日，元宵节刚过，

留在北京值守岗位的范泽算了一下自己今年

春节的“红包消费”，直言压力不小。

今年春节期间，“压岁钱赶超月工资”一

度成为社交网络讨论的热点话题。有市民在

网上留言表示，近年给出的压岁钱从 10 元、

20 元到 500 元、600 元一路看涨。《工人日报》

记者在回乡调查过程中了解到，近年来金额

不断上涨的春节红包的确给外出打拼的年轻

人带来了额外的压力，尤其在看重人情关系

的乡村社会，不少人为此伤透脑筋。对此，多

地通过各种方式引导民众合理送压岁钱，一

些年轻人尝试新的春节送礼方式，让春节红

包回归“本意”。

多因素下的红包压力

“今年没回河南老家过年，爸妈在家肯定

有些孤单，所以我想在红包上弥补一下。”今

年 28岁的范泽一个人在北京打拼，这是他第

一次在异乡过年。由于没能回家，他选择给

家里多买点年货，给亲戚朋友发红包送祝

福。节后一计算，没想到花掉近 6000 元，是

自己一个月的工资。

在范泽的印象中，收红包是儿时过年最

期盼的时刻。“无论是长辈给晚辈的祝福，还

是晚辈给长辈的孝敬，过年发红包是我们传

统习俗中的一部分，寓意着祝福和好运，所以

我们家一直坚持这个传统。”范泽说，随着生

活水平的提高，压岁钱的金额也在慢慢增加，

自己今年给出的从 200 元到 2000 元不等，比

小时候的平均金额要高。

此外，对不少在外打拼的年轻人而言，人

生阶段的不同，也带来了红包支出的变化。

“我去年 10 月结婚，这是我们建立小家以来

过的第一个春节，所以今年两方的亲戚都会

给大额的红包，我们也要给两边的小孩们准

备一些心意。”定居浙江杭州的馨娜向记者展

示了今年春节收到的厚厚一沓红包。

记者调查了解到，在部分农村地区，新婚

夫妇的第一个春节会收到来自双方亲友的红

包，此后春节则不会再收到，而是要给双方家

族中的晚辈准备压岁钱。对此，馨娜表示老

家的风俗也是如此，这些新年红包被认为是

给小家建立后的资金支持。

“这几年都有二胎三胎了，金额直接翻

倍。”老家河南的文宾已经在外工作 7 年，尽

管单个红包的金额没有逐年上涨，侄子侄女

的出生也需要他准备更多的红包，“直接包出

去一半的年终奖。”

春节红包不止讲究金额

“大龄未婚有工作要给晚辈压岁钱吗？”

“过年亲戚给我家小孩 500元，他家有两个小

孩，我应该给每个小孩多少钱呢？”……不少

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红包给多少、发给

谁、什么时候给，“这也是一门学问”。

“发红包还免不了拉拉扯扯的，收下的总

要想办法还回去。压岁钱原本承载的是长辈

对孩子的祝福，但如今金额逐年上涨，过高的

支出让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头疼，更别提老家

一些没有收入来源的老人。”文宾向记者谈及

自己面临的压力和困扰。

对他而言，农村地区的人口流动和外迁，

使得过年期间的红包往来也变成了一个难

题。“大多数同辈人和我一样，一年到头都在

外工作，可能就是春节的时候见一次，但是又

有亲戚关系在，不得不给。”文宾还提到，有部

分长辈跟着子女去县城住，有时候不方便去

拜年，还得用手机发红包。

“刚工作要发压岁钱吗？”回到老家福建

的李露并不这么认为，在她刚参加工作时，甚

至还需要预支工资和借钱包红包。“我觉得没

有必要，但架不住爸妈的要求，他们认为这是

一种参加工作后的成人仪式，过年必须给侄

子侄女包红包，还交代我每个至少 300 元。”

她更希望按照实际的交往程度来决定是否给

红包，“压岁钱是祝福，是心意，不是比多少。”

“在广东，红包被称为‘利是’，意在表达

祝福、祈求平安，金额一般是 5 元、10 元。”家

住广东广州的丽丽告诉记者，作为传统年俗，

长辈给晚辈压岁钱是年味儿的体现。“我们发

的数量很多，遇见朋友亲戚同事的小孩都会

给一个，讨个彩头。”

让春节红包回归“本意”

面对春节红包的压力，不少人开始选择

一些新方式、新做法，既表达对亲人的祝福，

又能避免金额上的攀比。

“这是一套龙年的文创纪念币，装进红包

里，过年去家家户户拜年也显得特别有节日

氛围，孩子们也玩得特别开心，我们也是希望

能借此尝试一些大家都乐意接受的方式来替

代红包。”老家在天津的晓倩在今年提前购置

了不少带有春节和龙年元素的小礼物。在她

看来，过年回家发压岁钱是件开心事，有钱出

钱，没钱出份心意，“希望大家都能量力而行，

互相理解。”

在电商平台上，不少春节礼物在今年销

量高涨，文具礼盒、小金牌、具有祝福意味的

文创礼品等格外受欢迎。例如，一套来自故

宫文创的笔记本礼盒，截至 2月中旬，销量在

4 万单以上，不少人在商品评价中表示春节

期间拿来赠礼既好看又实用，还有浓浓的传

统文化元素。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城市网

络部新媒体室副主任杨颍在其调查文章中指

出，压岁钱作为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一直

以来都承载着祝福和吉祥的寓意。不过随着

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压岁钱的形式也在不

断演变。新形式的涌现，不仅丰富了压岁钱

这一传统风俗的文化内涵，也体现了城乡居

民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景。既实现了春节文

化和现代经济和谐共生，也体现了年轻一代

家长对文化的关注和创新思维的崛起，是压

岁钱回归本意的应有之义。

近年来，全国多地也通过各种方式引导

民众合理送压岁钱。安徽省阜阳市文明办近

日在回复网友反映的问题时表示，将引导农

村群众树立关于压岁钱的正确观念；引导基

层将压岁钱的合理发放纳入村规民约；借鉴

推广外地有效做法，提倡理性节约，坚决反对

攀比和浪费。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马安妮

“管廊项目连接着机场的各个区域，承

担着机场电力、通讯、给排水等重任。能参

加这么重要的建设项目，我心里很高兴。”

来自中建新疆建工集团第三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建新疆建工三建）的阿迪

力·艾尔肯，去年还在地下管廊内进行接地

扁铁焊接，今年已经担任机场项目施工民

族班班长。

谈起工人身份，阿迪力·艾尔肯的语气里

带着骄傲和自豪。2017 年 3 月，他走出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英吉沙县英也尔乡，

踏上了北上乌鲁木齐的火车，加入中建新疆

建工三建。

出发前，阿迪力·艾尔肯心存顾虑，“我没

有技术，文化也不是很好，去了能干什么？”妻

子古丽妮萨依木·奥布力鼓励他说：“听说去

了有人会教技术，也会教语言，工资也会更

高，我想你试一试。”妻子的话让阿迪力·艾尔

肯有了信心和动力。

“刚去的时候，每天都很担心，不停地问

自己能干什么、怎么干。”阿迪力·艾尔肯说，

“最想的还是留下来，多挣点钱，不要辜负家

里人的期待。”

在长达半个月的新员工集中岗前培训

期间，阿迪力·艾尔肯学习了法规常识、职

业基础能力、施工现场参观、安全生产专题

片等内容。培训结束后，他进入工地从最

基本的工作做起，扛水泥、搬钢筋，努力找

活儿干。

为了帮助工人更好地成长，公司还安排

安全员吴大江做阿迪力·艾尔肯的师傅，进行

专门的辅导。阿迪力·艾尔肯白天跟着师傅

一起干活，在实践中积累建筑施工法则，晚上

努力学习理论知识，打好技能基础。

“刚开始交流起来比较难，我的普通话不

是特别好，要好一会儿才能反应过来。”阿迪

力·艾尔肯说，“师傅很有耐心，边讲边操作，

让我提升得很快。”

通过半年的学习，阿迪力·艾尔肯不仅拿

到了模板工技能证书，还被师傅吴大江的电

焊技术深深吸引，励志再学一个技术。

在第一个冬休假期回家前，吴大江语重

心长地对阿迪力·艾尔肯说：“回家看看有没

有能考焊工、电工、钢筋工操作证的地方，一

定要考一个，回来我教你怎样焊得更好。”

师傅的一番指点，让阿迪力·艾尔肯找到

了奋斗方向。2018 年的整个冬休假期，他往

返于县里的学习班和家之间。由于多年不曾

拿起书本，学习班的课程接触起来有些吃

力。“太专业了，好多词都记不住。”为此，他白

天把不懂的地方记下来，晚上反复琢磨，第二

天再问老师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确。

“多记、多练、多问、多学，这样才能学得

会！”阿迪力·艾尔肯总结了一套自己的学习

技巧，并在不断的坚持下考取了电焊工资格

证。第二年回到单位，他第一时间将资格证

拿给师傅看，“我能跟着您学电焊了！”看着徒

弟高兴的样子，吴大江也很高兴，“我就知道

你能行！”

从那以后，在工地上总能看到跟在吴大

江身后的阿迪力·艾尔肯，手里多了一把焊

枪。“刚拿焊枪焊缝的时候，他特别紧张，手也

在抖。”回忆起阿迪力·艾尔肯刚开始操作电

焊的样子，吴大江说：“他不停地问我怎么焊

得更好，只要有时间就在练习。”

撸起袖子，阿迪力·艾尔肯的手臂、胳膊

上还有很多烫伤痊愈后留下的印记。然而，

在他看来，这些伤痕见证了自己学习的过程，

“被烫的时候可疼了，我就记住那种感觉，争

取下次焊得更好，还不受伤”。

2020 年，吴大江带着阿迪力·艾尔肯参

加了自治区总工会组织的“强素质、展技能、

助脱贫”结对师徒技能竞赛，取得了电焊组二

等奖的好成绩。

回想短短数年间发生的变化，阿迪力·艾

尔肯感慨万分地说：“以前没有一技之长，靠

种地年收入不到 2 万元，我现在不仅有了技

术，每年的收入也增加到 6万元，第一次参加

竞赛还得了奖。”如今，阿迪力·艾尔肯不仅在

英也尔乡盖了新房子，还在县城买了楼房。

从“庄稼汉”到电焊技术工人，阿迪力·艾

尔肯感受到了知识的力量，“前年，我报名参

加了大专课程，今年 7 月就能毕业”。他表

示，毕业之后还想上大学，学习更多知识，开

阔自己的眼界，给孩子做个榜样。

宁夏“点对点”输送助工友返岗复工
本报讯（记者马学礼 李静楠）近日，宁夏紧抓春节

后返岗务工“黄金时机”，与航空、铁路等部门联动，实行

“点对点”一站式输送，确保外出务工人员“出发有人送、

中途有保障、到达有人接”，实现迅速、便捷、安全的返岗

复工。

宁夏通过多渠道宣传就业政策，加大宣传力度，提供

通俗易懂的政策解读，以进一步提高就业政策普及率。

其中，银川市利用社区工作群、小区业主交流群、社区就

业宣传橱窗、黑板报等多种方式，广泛宣传公益性岗位、

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创业担保贷款等就业创业

政策；银川市西夏区在春节期间通过直播平台滚动播放

就业政策宣传海报，累计观看人数达到 1200 人次，播放

量高达 1.3万次。

为明确春节返乡人员数量，宁夏建立起县、乡、村三

级返乡人员监测机制，组织发动村（社区）网格员、村干

部、劳务工作专员等基层工作人员，通过入户摸排、微信

联络、走访邻户、查阅信息等多元方式，动态掌握外出务

工人员因单位调整、家庭情况、身体状况等原因选择返乡

的情况。同时，深入重点企业进行调研，摸清其缺工数

量、所需工种、薪资待遇等内容。据统计，节前农民工返

乡数量达 17.41万人，全区重点企业用工需求约 1.5万个。

此外，持续深化闽宁劳务协作广度深度，积极拓展合

作领域，与其他省区建立合作关系。及时收集汇总集中

返乡和有意愿外出的农民工信息，通过送岗上门、“点对

点”输送等方式，做好农民工返岗输送工作。春节期间，

全区累计“点对点”输送 201名农民工外出务工。

宁夏各地还积极举办了“大而全”“专而精”“小而美”

等多种形式的线上线下招聘活动，区内外 80多家企业先

后提供就业岗位 7000余个。自春风行动启动以来，宁夏

各级人社部门紧密关注劳动者就业和企业用工需求，高

频次举办线上招聘会 66 场（次），提供就业岗位 2.53 万

个，举办线下招聘会 27场（次），提供就业岗位 3万个。

青海400余名职工乘“务工专列”返岗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 通讯员温佳 陈媛敏 祁琳）2月

21日 14时 30分，载着 400余名青海省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职工的 7585 次旅客列车从青海省西宁站出发，驶向 740

公里外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大柴旦行委鱼卡乡。

据悉，该趟列车是中国铁路青藏集团公司节后开行

的首趟务工返岗专列，也是青藏集团公司连续 3 年为青

海省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开行的“务工专列”。为做好此趟

列车开行工作，青藏集团公司积极对接相关企业，详细了

解务工人员返岗需求后，精心制定运输方案，确保列车按

期顺利开行。

“为服务好此趟专列的旅客，车站开辟了安检验证

‘绿色通道’，设立专属候车区，组织务工人员优先进站、

优先候车、优先检票，安排专人帮助务工人员搬运大件行

李，以贴心的服务保障务工人员顺利返岗。”西宁车站客

运值班员吕乐说。

同时，为做好此趟列车的旅客运输服务工作，青藏集

团公司进一步提高车站站务人员及列车乘务人员服务意

识，分别在西宁车站、列车上及鱼卡车站组织成立 3 支

“天路格桑花”服务小分队，大力发挥“天路格桑花”服务

品牌作用，为务工人员返岗全过程提供优质服务，助力务

工人员顺利返岗复工。

让春节红包回归“本意”，这届年轻人有新招
送纪念币、文创礼品、文具礼盒……既表达对亲人的祝福，又避免了金额上的攀比

扎根知识沃土，“庄稼汉”变身获奖电焊工
阿迪力·艾尔肯说，想到大学里学习更多知识，开阔自己的眼界

高素质技工助力打造高端产业园区
本报讯（记者刘友婷 通讯员王又彭）新

春伊始，在广东省深圳市塘朗山脚下，中建二

局二公司红花岭项目的老旧厂房焕发着新容

颜。该项目通过强化技术工人队伍建设在设

计研究、施工生产、创新示范等各环节的中坚

作用，助力打造生态、生产、生活“三生共融”

的高端智造产业园区。

“工业如何上楼？如何提升工业上楼效

率？这是项目团队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实

现工业上楼的核心。”项目经理王刚介绍道，管

理团队通过工人夜校、早会头脑风暴等形式

发动产业工人谋思破局，最终提出“环形坡

道+高架道路”方案，大幅提高交通运输效率。

建筑业属劳动密集型产业，传统的劳务

管理模式难以推动行业发展。为此，红花岭

项目首创“农民工素质和技能提升站”，广泛

开展合理化建议征集活动，优化解决施工难

题 20 余项，雨水收集集约利用、施工余料变

废为宝等“金点子”累计实现创效 120 余万

元，并通过技能竞赛、劳模工匠宣讲等活动激

活生产动能。

聚焦打造高素质建筑产业工人队伍这

一目标，红花岭项目还挑选技术工人、农民工

骨干等组建内部培训团队，推行项目研究“出

订单”、项目支会“做菜单”、上级工会“来买

单”三单式管理，为产业工人提供多样化培训

“菜单”。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还细致统筹农民工

工资支付、安全防护、工伤权益、农民工生活

区、重大节日权益等六大保障工作，通过三送

活动、义务理发、免费体检等活动，提升项目

职工、农民工的获得感、幸福感。

花火闪耀生产旺

清雪除冰保畅通
近日，山东多地遭遇大范围寒潮和暴雪天气，图为青岛地

铁5号线项目，一支清雪除冰先锋队正在进行清扫工作。
据了解，中铁二十三局集团青岛地铁 5号线项目党支部

“以雪为令”，除组织先锋队参与施工区域及周边场地积雪清
理，还紧急赶赴地铁北岭站协助地铁运营公司进行除雪。经
过几个小时的连续奋战，作业区域积雪全部清除干净，确保了
地铁顺利运营和市民安全出行。 沈晓艳 摄

开年以来，各地各部门抢抓机遇奋发作为，亿万人民同心协力，推动中国经济在高质量
发展道路上坚定向前，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贡献力量。图为今年春节假期结束后，贵州省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金钟经济开发区一家车厢生产企业的车间内，工人正在打磨
车厢，在花火闪耀中迎接新春“开门红”。 新华社发（杨武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