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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厂 的 烦 恼 ——

如何留住“90 后”
本报记者 钟华林 通讯员 姚永亮

在全国，“90 后”新生代农民工群
体约有 1 亿人，占农民工总数的 60%左
右。他们找工作的情况如何呢？

“新生代”有新观念

2 月 14 日，正月十五，位于北京市
大兴区清源路的劳务市场人头攒动。
这个自发形成的劳务市场就在人行道
上，来招聘的、应聘的，一眼看不到头。

在这个阖家团圆的日子，步入本命
年的农民工任元强却从老家河南信阳
悄然回到北京，加入到求职人群当中。

别看是“90 后”，任元强的工作经
历已经很丰富。他 16 岁来京打工，中
间 也 回 到 老 家 干 了 几 份 工 作 。 2013
年，任元强再次回京，找了个库房管理
的工作，月薪 3000 元，还要经常熬夜加
班，他不太满意。步入 2014 年，任元强
辞掉了工作，重新过上了“北漂”生活。

在劳务市场里，任元强走走停停，
不时地看着招聘信息。遭遇“招工难”，
为了吸引更多人，市场行情也是水涨船
高。“五险一金”已是基本条件，一家服
装 厂 给 熟 练 工 开 出 了 月 薪 最 高 6000
元，此外还打出赠送生日蛋糕、报销往
返火车票甚至是“免费夫妻间”这样的

“人情牌”。任元强犹豫了一下，还是决
定再看看。

素质较高、视野开阔、努力上进、热
爱时尚⋯⋯可以说，任元强是新生代农
民工的一个缩影。与父辈相比，他们受
教育程度高，不再满足于打工挣钱、养
家糊口，而是有更多的诉求，不仅要收
入高、有福利，还要有前景、能发展。不
过，他们的工作耐受力和心理承受力也
相对缺乏。

任元强说，之前的工作由于考核体
系不严格执行、劳动与所得有时候不成
正比，难以体现自己的个人价值。不过
他也困惑，“现在工作这么难找，不做这
份工作，我还能做什么呢？”

尽管如此，任元强也给自己定了一
个原则——不“闪辞”，要踏踏实实地工
作。通过省吃俭用，去年他居然还攒下
了 3 万元钱。“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融入到这座城市。”任元强说。

从目前来看，新生代流动人口外出
时的年龄更小、流动距离更长、流动原
因更趋多元，也更青睐大城市。据统

计，多数农民工在 20 岁之前就有外出
经历，而在有意愿落户城市的新生代流
动人口中，超过七成希望落户大城市。

有技术才是“香饽饽”

任元强还在寻找自己的前景，而同
样是新生代外来务工者，钟宇豪离自己
的梦想更近一步。

2 月 17 日，在大兴区职业培训学
校，即将步入而立之年的钟宇豪前来报
名参加电工培训。安保专业出身的他，
在这个行当已打拼了五六年。钟宇豪

老家在哈尔滨，说起话来也带着东北人
的直爽，“有的人走出来是为了谋财，有
的人走出来则是想借助社会资源干出
点事情来。我愿意做后一种人”。

在报名现场，学校招生处李老师
说，春节过后，来学校报名或打电话咨
询的学员络绎不绝，培训热情高涨，电
工、焊工、叉车等技工岗位尤为热门。

钟 宇 豪 说 ，虽 然 现 在 6000、7000
元的月薪也很可观，可他总是觉得自己
的技术仍有提升的空间。钟宇豪有着
理性而清楚的职业规划。在外这么多
年，虽然工作不固定，但他从来没有离
开安保领域。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他，
深知技术工人才是当今人才市场上的

“香饽饽”。早在年前，他就在关注技能
培训相关事宜，年后第一时间前来报
名，就是为了能边在公司干活边考专业
电焊工证，让自己的技术更全面。“真正
有了技能，到哪都不怕。一技在手，就
不愁没前景。”钟宇豪说。

从目前看，农民工就业呈现“短工
化”趋势，这反映出劳动者对薪酬、工作
环境、职业发展前景等的不满，也影响
了就业质量提升和人力资本积累。随
着劳动力资源结构性短缺问题凸显，农
民工就业时有着更多选择和诉求，而目
前不少企业所能提供的用工待遇和发
展环境又难以满足这些需求，这导致农
民工流动性增加。

“企业不能一味抱怨农民工职业忠
诚度不高、跳槽快，也该想想自身是否
为农民工提供了合适的薪酬待遇、良好
的工作环境和发展空间。而农民工自
身也应该避免浮躁心态，更加务实。”钟
宇豪说，自己的目标，就是从打工者一
直做到老板，实现自己的创业梦。

年 轻 人 的 困 惑 ——

要要““钱景钱景””还是要前景还是要前景
本报记者 韩秉志

2014 年，我国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 727 万人。
随着高校毕业生即将迎来求职高峰，“基层就业”成
为热门词。

到基层“建功立业”
在 2014 年工作计划中，教育部明确提出全面实

施好中央和地方各类基层就业项目。教育部还发布
通知，完善毕业生到基层特别是西部地区就业激励
措施、提高公务员定向招录和事业单位优先招聘比
例等政策，鼓励毕业生到西部基层“建功立业”。

“农村教师特岗计划”、“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特设
岗位计划”、“毕业生到村任职”⋯⋯无论是政府的政
策导向还是大城市工作、生活的现实，似乎都倾向于
引导毕业生们离开大城市，到二三线城市、到中西部
基层发展。步入新年，教育部又启动地级城市面向
高校毕业生网上招聘活动，全国有 29 个省份及 53 个
城市参加，共提供岗位 3 万余个，引导和鼓励高校毕
业生到省会以下城市和县(市)就业。

今年，供需结构性矛盾仍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面临
的主要矛盾，实用技术型人才短缺的问题仍然存在，
毕业生能力与用人单位的需求不尽匹配的现象比较
明显。在此背景下，引导毕业生到西部、基层就业，
努力构建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长效机制，成为各
高校就业引导工作的重点之一。北京理工大学招生
就业工作处副处长林骥佳表示，通过大力宣传和引
导，学校报名参加基层就业的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加。

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毕业生的就业理念更加务
实，若有合适的工作岗位，并不会因为面子而坚持留
在大城市，选择到基层就业正在成为潮流。

2009 年，还是应届毕业生的杨金元选择了“西部
计划灾后重建项目”，成为了一名大学生志愿者，对
口到四川省阿坝州黑水县广电局任职 3 年，承担了新
闻采访、摄像、后期制作等工作，还参与了玉树、黑水
等地的抗震救灾工作。“在基层，年轻人有很多展示
自己的机会，只要自己愿意投入精力，就能得到重
用，迅速成长。这是难得的积累实践经验的机会。”
杨金元说。

服务期满后，杨金元就职于成都一家民营企业，
负责企业文化宣传工作，工作中需要的各项采编能
力和经验，许多都是在基层工作时积累的。同时，用
人单位对他吃苦耐劳、承受压力的素质也颇为认可。

要改变的不只是年轻人
若 瑜

本版编辑 佘 颖

2月 16日，两名求职者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行的人才招聘会上寻找工作机会。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2月 16日，两名求职者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行的人才招聘会上寻找工作机会。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企业喊着用工荒，劳动者感叹就业

难。有人出主意，找工作的年轻人要调

整心态，别眼高手低、别扎堆大城市。可

是，近日智联招聘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

年，有 61%的毕业生主动逃离一线城市，

前往二三线城市工作生活。这个数据在

2011 年时还是 46%。而且无论是留在大

城市里的，还是留在家门口的，不少年轻

人都愿意找个工作先干着，积累些经验，

等有更合适的工作再说，就像本期报道的

杨金元、钟宇豪、杨凤等人一样。

可见，在现实的压力下，年轻人已经

逐渐学会了放低身段、从实际出发。现

在更需要改变的，是教育他们的学校、是

为他们提供工作的企业、是提供用工信

息的平台。

长期以来，“学”难以“致用”既困扰

着求职者，又困扰着用工企业。明明是

动漫设计专业的毕业生，可就是不会使

用绘图软件；明明经过了钣金技术培训，

可一上手就是差点儿意思。究其原因，

学校培训师资缺乏一线实践经验，教材

又脱离实际需要，讲课的人和听课的人

“空对空”。还是应该鼓励“订单式”培

训，学校负责基础教育，企业提供培训师

资、培训场所，不仅能够培养出合格的产

业工人，企业还能够预定一批劳动力，缓

解招工难。

就企业而言，还应理解并适应“80

后”、“90 后”就业者的变化，采取更人性

化的管理措施。跟高工资相比，他们更追

求自由、个性和成长空间，就连宿舍能否

上网都会影响他们对工作的态度。如何

用好这些新生代员工，还需继续摸索。

政府一直努力做着用工企业与求职

者之间的信息沟通工作，但在新形势下，

单纯地提供信息已经不够。政府更应该

做的是统筹各方力量，让培训不再多头

推进；鼓励社会资本提供更精准的就业

服务；创造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让劳动

者不再有“被”欠薪、缺少“医保”、“社保”

等后顾之忧。

总之，只有各方都适应形势、作出改

变，就业难、招工难这一对矛盾才能够得

到有效缓解。

将完善毕业生到

基 层 就 业 激 励 措 施 、

提高公务员定向招录

和事业单位优先招聘

比例——

杨金元在基层获得了充分的展示空间，承担了大

量新闻采访、摄像工作。 （资料图片）

一大批“90 后”正在进入工厂。他
们在工厂的表现如何？工厂又如何看待
这些年轻人呢？

年轻人动不动就“裸辞”

杨凤是个“90 后”，虽然今年才 20
岁，但她进厂务工已有半年时间，现为四

川丹棱明宏光学有限责任公司总装车间
职工。她说，“我找工作很容易。我们村
的人一推荐，我就进了这家工厂了”。

她的工作是为望远镜贴皮。记者看
到，工作时，杨凤取出一个望远镜，放在
桌面台布上，先在望远镜上试一下贴皮
的位置，再在需要贴皮的地方涂上瞬间
固化黏合剂，然后迅速准确地把皮贴上
去，再用工具压实⋯⋯“这工作没有多少
技术含量，就是需要认真细致。”杨凤说。

杨凤是眉山市东坡区广济乡人。初
中毕业后，她进入一家职业学校的计算
机专业学习。“我现在的工作与所学的专
业根本不沾边。但我觉得，只要不挑不
拣，找份工作很容易。”杨凤说，“就是工
资低一点。”刚开始做学徒时，她的工资
只 有 1400 元 左 右 ，如 今 每 月 收 入 在
2400 元左右。“厂里还给我买了社保、医
保、工伤保险。虽然工资比不上在外打
工的朋友，但我很喜欢这份工作。”

“像杨凤这样安心在一线工作的新
生代农民工，可以说凤毛麟角。”丹棱明
宏光学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吴劭之告
诉记者，“工作最不稳定的就是‘90 后’，
他们要求高，又吃不了管理严、待遇又不
算最高的‘苦’。”

吴劭之的话在总装车间就得到了印

证。近百名员工中，像杨凤这样的“90
后”仅有 2 人，另外一个还是刚“二进厂”
仅 1个月的马崇苏。

今年 19 岁的马崇苏是眉山市东坡
区三苏乡人，只有初中文化，两年前到丹
棱明宏光学有限责任公司当工人，工作
不到 1 年，就辞职到湖南长沙做推销
员。“到了外面才知道钱并不好挣。”重回
公司的马崇苏感叹，“还是老老实实学个
技术，挣钱才踏实。”

杨凤也告诉记者，她职业中学的同
学中，很少有像她这样进厂当工人的，多
数人更愿意到大城市去闯。

“绝大多数‘90 后’不愿当产业工
人，不少企业都出现‘招工难’、‘留人难’
的现状。”眉山市就业局局长李鑫刚说，

“因为这批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是独生
子女，思想活跃，不像他们的父母那一代
农民工那么能吃苦。即使勉强被父母说
服进厂，思想也很不稳定，管理稍微严
了，他们就会立刻‘裸辞’离厂。”

合力留住“悸动的心”

李鑫刚认为，必须通过社会、企业、
家庭和个人多方面共同努力，才能鼓励
更多像杨凤、马崇苏这样“90 后”，学好

技能、安心工作。
以眉山市为例。该市有上百万农业

人口常年在外务工，随着近年当地工业
的快速发展，本地企业用工需求量也不
断增加，仅去年就有 8.9 万名农民工成
为当地企业的产业工人。为了帮助企业
解决招工难，眉山市和各区县除了出台
政策措施引导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发展、
回乡创业外，还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牵头，整合培训资源，帮助企业对口开
展职业技能培训，组织职业技术学校学
生进厂免费实习，让有一技之长的农民
工开展现身说法等，帮助新生代农民工
学好技能。仅今年第一季度就将完成 3
万人次以上的培训。

企业如何才能留住更多的“90 后”
员工？吴劭之说，“除了不断提高福利待
遇、改善工作环境、减小劳动强度外，企
业的文化也至关重要。上班让他们安心
工作，下班后能有地方娱乐，在职工宿舍
就能上网是年轻人的希望”。

“刚出校门的年轻人，想就业并不
难，但要有技能才能找好工作。”杨凤也
认为，像她这样的新生代农民工，找工作
最好要务实，要安心从生产一线干起。
只有学好技能，有了工作经验，才有“本
钱”去挑选更好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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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的杨凤。 姚永亮摄工作中的杨凤。 姚永亮摄

走，到基层去！
本报记者 韩秉志

让学生不再“折腾”
走向二三线城市、基层单位，既解决毕业生就业

困难，又有利于他们用其所学，为社会发展作出贡
献。不过，也有一些大学生仍旧冷看基层就业，在逃
离与留守大城市中纠结。

作为过来人，杨金元认为，大学生之所以会“冷
看”基层，一是对自己的定位过高，希望一毕业就能
有更高的起点，所以不愿意去；二是在基层发展的机
会与大城市比，确有局限性，一些专业存在着无法施
展、不能学以致用的情况。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近年来，
大 学 生 出 现 频 繁 逃 离 又 返 回 大 城 市 的“ 群 体 性 折
腾”，除了大学生自身原因，也在于基层单位是否给
年轻人提供了事业发展的空间。与大城市相比，基
层单位对人才重视程度不够，缺乏公平的竞争环境，
让大学生对未来感到迷茫。

“大学生下基层，要区别对待，要根据自身未来发
展考虑。”杨金元表示，当年自己参加“西部计划”，除
了锻炼自身、积累经验外，也考虑到未来可回四川发
展以及当地就业成本较低等原因。

熊丙奇发现，响应号召到中西部基层服务的大学
毕业生，由于基层单位并没有使用、培养大学生村官的
长远计划，许多大学生村官要么被上级单位借调，要么
留在村里无所事事，待 3 年服务期结束，就会选择考
研或者公务员等行列。“要解决这一问题，政府需转变
管理、发展人才的传统思维，着力营造让人才平等竞争
的环境。不然，不管怎样鼓励大学毕业生到中西部基
层单位就业，不论大城市的生活压力有多大，年轻人还
可能选择继续在大城市‘漂’着。”熊丙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