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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岐山县环境卫生管理站，
只见一位 60来岁的男子手持喷水
枪，身穿防护服，正在清洗一台垃
圾运输车，他就是垃圾设施保洁员
王乃明。

近日，王乃明荣获宝鸡市2022
年度“优秀环卫工人”称号。喜讯
传到管理站时，大家都称赞他“获
此殊荣实至名归”，就连王乃明自
己都没想到，他这个昔日种地的农
民，还能受到市里的表彰。

2018年初，王乃明走进岐山县
环境卫生管理站，成为一名垃圾设
施保洁员。不同于拿着扫帚扫马
路的环卫工，他既要负责清理垃圾
台点、街道路面、排污口以及冲洗
垃圾运输车，还担负着县城外垃圾
场的垃圾处理工作。

刚走上岗位时，王乃明有点不
适应。垃圾桶、排污口散发出的酸
臭味，让他难以忍受，“一天活干下
来，熏得人头脑发晕。”他说。

王乃明想过退缩，但最终没有
放弃。他暗暗下定决心，要拿出农
民那种吃苦耐劳的劲儿，不怕累和
脏，不仅要干好这份工作，还要干
出一番成绩来。

王乃明每天从家里骑行 6里
路，七点半提前到岗工作，完成各
项工作后，晚上七八点钟才摸黑
回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
如此。

夏天气温高，很多垃圾常来不
及处理就臭气熏天，“馊了的饭菜
粘在桶壁上，污水也四处乱流，很
难洗。”尽管直犯恶心，王乃明还是
将垃圾桶洗得干干净净。

“干这行就是经常叫风吹，叫
雨淋，关键是人要勤快，要能吃苦
呢。”王乃明憨笑着说。

有一天，王乃明正在吃午饭，突然接到同事的电话，
说是一处垃圾桶发生自燃火灾，急需处理。他立即放下
碗筷，骑上摩托车，冲到火灾现场，与大伙儿一起扑灭了
大火，从而保证了周围环境没有受到污染。还有一次，王
乃明正在露天清洗垃圾桶，突下起了暴雨，他仍坚守工作
岗位，直到把第二天要用的 70多个垃圾桶清洗完才回家
休息。

王乃明爱岗敬业，每当家庭与工作有冲突时，他总是
把工作放在首位。今年 3月，在老家休假的王乃明接到了
一个紧急任务，他立即放下手头的活投入工作。“他这个人
就这样，一心扑在工作上。”王乃明妻子说。

王乃明还是一位乐于助人的人。在街道清理环卫设
施时，碰到突发疾病躺在地上的老人，他会上前扶起来并
送去医院治疗；遇到走丢的老人，他就上前询问情况，或
者帮忙联系家属，或者直接将老人送回家。2021年春季
静态管理期间，王乃明联系宝鸡老牛面粉有限公司，为岐
山县交警大队一线民警捐了 120袋面粉；他还与陕西关中
建筑有限责任公司联系，为岐山县环境卫生管理站捐款
20000元，用以更新设备。虽然家庭条件比较困难，但王
乃明一直坚持为岐山县慈善协会捐款。近年来，他个人
自愿捐款与动员他人捐款超过 4万余元，被评为岐山县慈
善工作先进个人，成为一位在平凡岗位上创造出不凡成
绩的人。 □赵智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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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乃明在清洗垃圾运输车王乃明在清洗垃圾运输车。。

如今，在全国各地的建筑工地，在工厂
的厂房车间，在商业楼宇的保安、保洁等岗
位上，甚至在街头巷尾的快递员和外卖骑
手中，都能看到不少大龄农民工的身影。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
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的
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做好大龄农民工就业
扶持，包括“尊重大龄农民工就业需求和企
业用工需要”“不得以年龄为由‘一刀切’清
退”等，大龄农民工就业迎来强政策支持。

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十年来逐年增加

“我身体挺好，技术越做越熟练，这几
年工地上条件待遇也上来了，正是加紧干
活的时候。”52岁的老方在深圳一个建筑工
地上做消防管道项目，虽然年龄渐长，但干
劲正足。20多年前，老方成为外出务工群
体中的一员，几次尝试后，很快扎进了建筑
行业，跟着工地辗转四方。他也逐渐从一
名主要靠体力的普通小工成长为技术工，
工资水平跟着上了一个档次。

“我们的观念，只要干得动、有能力，肯
定得找事做。”老方说，跑了这么多工地，基
本上四五十岁的人群是主力军，虽然灵活
性可能比不了年轻人，但大家都熟悉工地、
愿意干活。

这样的感受，从侧面反映了今天我国
农民工群体的一些现状。上世纪 90年代
起，农民工群体大量外出务工，成千上万年
轻人从乡村来到城市，走进繁忙的工厂生
产线和建筑工地。如今，当初的年轻人正
慢慢“变老”。

国家统计局 4月发布的《2021 年农民
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平均年龄达
41.7岁，比上年提高 0.3岁。目前，40岁及
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 48.2%，41岁及以
上农民工占比更高，为 51.8%，其中，50岁
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 27.3%，比上年提高

0.9个百分点，且这一比重自 2012年以来逐
年增加。

“一方面，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程度逐
步加深，这一趋势在农民工群体中亦有所
反映；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
推进和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一些
农民工子女的身份发生转变，这也在一定
程度上提高了农民工群体中大龄人员的
占比。”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吴
帅分析。

吴帅认为，部分农民工虽然年龄偏大，
但是身体健康，有就业意愿，也具备就业的
素质和条件，特别是在一些一线的技术技
能岗位，他们往往具有经验丰富、技术熟
练、踏实肯干的优势，在老带新等方面也
可发挥重要作用。“让身体条件允许的大
龄农民工在保证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充分
就业，也是缓解一些行业‘招人难’问题的
有效举措，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和补充有重
要意义。”

从事体力型、经验型工作的较多，转型
难度较大

老方总结了自己多年来找事做的经
验，常常是通过熟人打听哪里有工地招人，
再权衡时长、工价和地点，“比如这个工地
能干八九个月或者一两年，工资能开几百
元一天，心中有了数，就打点行头出发了。”
他还有一条心得，“主动找别人，赶不上别
人来找你，有时候二者价格能相差百元一
天。所以，有点真技术真本事，非常必要。”

大龄农民工靠什么“端稳饭碗”？他们
就业有哪些特点？

近期，国家统计局常州调查队对144名
50岁以上的农民工开展了调研。调查显
示，84.7%的被调查农民工处于就业状态，其
中工作状态属于“打零工、没有固定单位或
雇主等灵活就业方式”的占 40.3%。在 122

名从业农民工中，从事建筑业的人数最多，
占 21.5%，农、林、牧、渔业占 14.6%，制造业
和居民服务业均为12.5%。

对比农民工整体行业分布来看，国家
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从事第二
产业的农民工占比为 48.6%，其中制造业占
比为27.1%，建筑业占比为19%；第三产业为
50.9%；第一产业为0.5%。

吴帅认为，近年来，年轻人不愿“进工
厂”“下工地”的现实进一步加剧了制造业、
建筑业企业用工难的矛盾。在此背景下，
大龄农民工就业呈现两个突出特点：一是
打零工的多，不稳定性相对突出；二是体力
型、经验型工作占比较高。比如，在农民工
较为集中的建筑业中，经常可以看到大龄
农民工的身影。他们很多是以“协作工”的
身份参与劳动，工资结算方式有的甚至是
日结或周结。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日在
农民工服务保障促就业情况分析中指出，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制造业、人工智
能和数字平台领域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多，
但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大龄农民工的文
化水平普遍不高，绝大多数没有专业技能，
难以掌握智能生产的基本规范，只能从事
体力劳动和技术简单的工作，从“体力型”
转“技能型”难度较大。

盼更多就业机会，公共服务更精准

大龄农民工在就业方面有哪些诉求？
盼少些年龄限制，实现“老有所为”。

上述国家统计局常州调查队的调查显示，
38.2%的被调查农民工希望能够少些就业
年龄限制，不搞“一刀切”；11.8%的被调查
农民工希望政府能开展技能培训，增加就
业机会。

人社部等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
步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明确，

尊重大龄农民工就业需求和企业用工需
要，指导企业根据农民工身体状况合理安
排工作岗位，强化安全生产管理，定期开展
职业健康体检，不得以年龄为由“一刀切”
清退。同时，《意见》提出，收集适合大龄农
民工的就业岗位、零工信息，在农民工专场
招聘活动中持续发布。大龄农民工有就业
需求的，可以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进行求
职登记，享受免费公共就业服务。

吴帅认为，为大龄农民工做好公共就
业服务，要努力构建“链式服务”，将过去

“单点式”的就业登记、技能培训、职业介绍
等服务衔接起来，通过闭环服务，提高大龄
农民工公共就业服务的精准性、实效性。
其中，尤其是要做好安全保障和技能培
训。一方面，在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的前提
下，不以年龄“一刀切”，为身体条件状况良
好、继续工作意愿强烈的农民工提供持续
就业的机会和空间；另一方面，为需要“转
岗”或“转场”的农民工提供再就业培训。

今年以来，多地加强零工市场建设，在
服务大龄农民工方面亦前景可期。例如，
河北邢台开创“零工超市”，在家政服务、搬
家货运、保姆月嫂等临时性、季节性用工需
求大的行业，发动企业、个体户入驻，实时
发布岗位、薪资等用工需求；山西太原打造

“零工之家”，方便外来务工人员、灵活务工
人员揽活计，并以家政、建材市场等零工密
集型企业为依托，提供就业对接服 t务；河
南新乡开通“就业鹊桥直播间”，设立零工
市场专区，打通用人单位和求职者之间的
信息壁垒，在就业服务领域实现“数据多跑
腿，群众少跑路”。

“做好大龄农民工就业扶持，能帮助他
们多获得一份经济来源，是稳就业的重要
一环，也是全社会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方
面。希望更多大龄农民工能顺利就业、就
好业。”吴帅说。 □李婕

让大龄农民工能就业就好业
全国农民工平均年龄41.7岁，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达27.3%——

一头干练的短发，一脸自信的笑容，一
身简单的工装，她是同事口中热情仗义的

“姚姐”，是徒弟们心中无所不能的好师傅，
更是领导眼中聪明睿智的“经营能手”。她
就是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十五工程局有限公
司第三工程公司榆林黄河东线马镇引水工

程黄石沟沉沙调蓄水库项
目及主体 05标项目总经济
师姚耀。

参加工作以来，姚耀先
后参与了南水北调 S30标、
延安南沟门水利枢纽、甘泉
府村川水库等多个重点工
程项目建设，从一名新人成
长为独挑大梁的业务骨
干。这一路对她来说是成
长，也是历练。

一次选择 一生钟情

2005年 7月，姚耀入职
三公司南水北调 S30 标项
目，同去的其他女生，大多
选择了内业资料岗位，她却

说：“我是学工程的，我要当技术员。”
凭着对工作的热爱和执着，不论是严

寒酷暑，还是刮风下雨，她都无所畏惧。紧
盯渠道开挖、渠道衬砌施工边坡防护，与男
同事一起爬梯参与工程验收。面庞渐黑的
她每天奔走在现场，口袋里总是装着一个

小本子，把工作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和老
师傅的每一条建议都记下来。项目经理对
她竖起了大拇指：“小姚一定会成为技术上
的行家里手。”

精益求精 破茧成蝶

2019年，根据府村川项目实际情况，编
制合同成为项目进场后的第一件大事，姚
耀毅然挑起了这个重担。

她坚持“一次经营是基础，二次经营是
关键”的理念，努力寻求管理和经营相互配
合实现效益目标的方法，认真研究合同文
本，在变更、索赔方面狠下功夫，组织管理
人员学习项目主合同条款，重视施工过程
中基础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并建立了台账
进行责任跟踪。同时，她有突出的协调交
流能力，能与相关单位精准对接，加快推进
项目履约，为项目二次经营创造利润奠定
了坚实基础。

匠心坚守 不负韶华

2020年至今，姚耀在榆林黄河东线马
镇引水工程黄石沟沉沙调蓄水库项目担任

总经济师。
到岗位后，她迅速进入角色，抓住党建

引领和项目成本管控这两个关键点，招标
限价、合同管理、物资管理的每个环节都做
到了恪守规定、严谨认真。

她带领团队攻坚，以“分包指导价”和
“材料核销”为抓手，不断完善责任成本管
理配套制度，使其模块化、标准化。她倡导
要向施工组织要效益，向物料节约、提高周
转材料和设备利用率要效益，向减少间接
费开支要效益，向杜绝安全质量事故要效
益，向二次经营要效益，大大节省了项目成
本。“经营管理工作要管住成本，守住利润，
挖掘效益点，在任何事情上都要会算账、勤
算账，算好账也是生产力。”姚耀如是说。

姚耀善于总结，勇于创新，研究出多
项经济成果，获得了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
会QC成果二等奖。她参与研发的 4项发
明获得实用新型专利，在项目推广应用
后，缩短了工期，节约了施工成本。姚耀
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水电铁军”的精神内
涵，犹如一朵铿锵玫瑰，开在项目一线。

□拓霞

工作中的姚耀。

姚耀：算好账也是生产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