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井离乡

进城寻觅幸福

6月 30日下午，记者在建
设花苑见到了石林乡的 5 位
搞装修的农民工，从他们身上
记者读到了农民工在城市生
活中的无奈。

今年 32 岁的苗鹏和同乡
的几个伙伴在新区一个装修
队打工，他们和建筑工地的农
民工不同，他们通常是在新区
干上十天半月就回家一趟。 记
者见到苗鹏时，他们正在建设
花苑给一住户装修房子。

他告诉记者，虽然出门的
时间都不是很长，但家里的两
个孩子和年纪已大的父母都
需要照顾 ， 还有几亩地的农
活，这些全靠他妻子一人在家
操劳。 他在新区时经常会感觉
妻子太累。“ 惭愧也没有办法，

如果待在家里种地，几乎不挣
钱。 ”苗鹏说，“ 每次出来十几
天 ，也常常想家 ，但一想到妻
子在家里也不容易，就会努力
干活。 ”与苗鹏一起干活的 23

岁小伙郑军伟，他的女朋友在
老家，每次自己到新区干活都
要半个月左右，活多的时候会
两三个月也见不了一次面，他
只有在干活之余给女朋友打
个电话。 他告诉记者：“ 为了我
们以后有个好生活，我愿意在
外付出，虽然我们经常见不了
面。 ”

郑军伟说 ：“ 我还打算多
挣点钱，将来在新区买房呢！ ”

说到买房时，几个人都一脸无
奈 ， 其中一位农民工秦军生
说 ：“ 我们每月都给很多新楼
房装修，经常看着这些楼房问
自己，我啥时候也有一套这样
的房子？ ”记者了解到，苗鹏这
些农民工在新区做装修工作，

按照技能熟练程度，大工一天
可以拿到 70 元左右， 小工可
拿 30 元 ~50 元不等。 由于装
修工作是不确定性的，每个月
拿到的工资并不多，并且还会
遇到户主拖欠工钱的情况。 苗
鹏告诉记者， 房子装修罢，户
主常以没钱为由拖延付款时
间，到最后还以装修质量的毛
病来压价，自己就不得不经常
来回跑要工钱。

在平时的采访中，记者也
经常碰到农民工反映拖欠工

钱的事情。 由于在新区做完工
没有领到工资他们也不能回
家，只有在新区讨要 ，一直等
工钱要回后才回家。

记者了解到，到城市中打
工的农民工大多受教育水平
较低，他们中很少接受过专门
的技能培训，他们在城市中一
般做既脏又累的活，几乎全靠
体力挣钱。 苗鹏告诉记者，每
次外出装修，都是早上 5 时就
起床， 一直做到晚上 9 时多，

晚上就在装修房中打地铺睡。

“ 现在夏天还好凑合， 冬天的
时候就特别冷，晚上经常被冻
醒。 但苦也得坚持，为的是多
挣些钱。 ”苗鹏说。

◆倍感无奈

承受异样眼光

由于农民工在城市中做
的工作多是脏活 、累活 ，他们
在城市中要忍受城市人的各
种眼光 ，有鄙视的 ，也有同情
的。 在新区做工的林县民工孙
保国说，年前他在山城区一家
皮鞋专卖店里相中一双皮鞋，

便想让店员拿下来试试，但那
个店员却以“ 这个皮鞋三百多
元，很贵的”回绝了他。

6月 29日下午，许多农民
工在火车站候车厅内等车，一
位 30 多岁的农民工找了个空
位坐下 ，可刚坐下 ，旁边的一
位女孩就立即站起并移到旁
边的位子，这位农民工看着女
孩鄙视的眼神非常无奈。

成为城市人是很多农民
工的梦想，他们更多的是为了
孩子，为了能让孩子受到高质
量的教育，但城市高昂的房价
以及孩子入学等问题又让农
民工“ 望城兴叹”。 即便有些农
民工在城市中买了房也有许
多难以融入城市生活的尴尬。

苗增杰在新区一家工厂
打工， 由于工厂效益不错，每
个月可以领到一千多元的工
资。 他的妻子在老家石林乡开
了个复印店， 两人省吃俭用，

极力攒钱在新区买了套二手
房，当他们想举家搬迁到新区
的时候，苗增杰又有了新的烦
恼。 他对记者说，城里的生活
方式及生活习惯自己和家人
能否适应？ 在农村住惯了，已
经养成了农村的生活习惯，到

了城市怎么和邻里交往也是
个大问题。

谈起对“ 他们游离在城市
边缘 ”的理解 ，苗增杰感慨良
多：“ 我在城里打工，衣食住行
等全部消费都在城里， 可是，

农民工的医疗保障问题、工资
拖欠问题 、住房问题 、子女入
学问题等等，都是我们心中深
深的痛啊……”

苗鹏对妻子的歉意，郑军
伟对女朋友的想念，他们对于
拖欠工资的烦恼，做脏活累活
的农民工对城里人各种眼光
的漠视，苗增杰对城市生活的
担忧，从这些人在城市打工中
遇到的各种问题，记者看到了
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无奈，

但为了生活，他们又必须承受
这些。

◆业余生活

单调乏味空虚

“ 我辛辛苦苦在外打工就
是想多挣俩钱，进一次 KTV就
相当于四天的工作白干了，还
是把钱节省下来，在家盖个好
房子住。 ”

31岁的农民工郭大
贵说 ，“ 我们在外打工的业余
生活几乎没有， 真的很无聊，

很多娱乐场所是我们农民工
消费不起的。 ”

7月 1日当日最高气温高
达 39.5摄氏度，记者来到了福
田六区的建筑工地，和正在这
里施工的农民工攀谈起来。 工
友们告诉记者，他们每天除了
1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外，业余
时间主要是睡觉 、闲逛 ，年轻
的工友有时会去网吧上上网，

有时也会几个工友聚在一起
喝酒。

◆时感疲惫

整点小酒解闷

在泰山路与淮河路交叉
口，有五六家夜市大排档。 大
排档老板告诉记者，每天晚上
都会有农民工来这里坐坐，他
们一般要一份凉菜和几瓶啤
酒。 记者走访这几家大排档，

发现每家大排档都坐着几个
农民工模样的人，他们边喝边
聊 ，时而行几个酒令 ，玩得不
亦乐乎。 一位叫侯转坤的工友
告诉记者，每天晚上从工地下
班后没有事情可做。 天太热又
睡不着觉，就叫上几个工友出
来喝点啤酒 ， 也花不了几个
钱，权当是解闷了。 这几家大
排档算是他们常去的娱乐场
所了。

侯转坤说，他们大多住的
是临时工棚。 工棚里比较热，

晚上他们工友一般都会出来
逛逛 ，或是喝酒消遣 ，或是上
网聊天。

“ 晚上实在没有什么娱乐
活动，太枯燥了，网吧有空调，

还可以上网聊聊天，也算是解
解闷吧。 ”侯转坤的工友说。

◆打工三载

仅进过一次 KTV

�

“ 你总是心太软 ，心太
软 ， 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记者听到一阵歌声从不
远处传来，听上去还颇有几分
任贤齐的味道。 候转坤告诉记
者，是他们的“ 歌神”郭大贵在
唱，郭大贵是工友里唱歌最牛
的一个。

郭大贵笑着对记者说，他
这个人没啥爱好就喜欢唱歌，

现在的流行歌曲他一般都会
唱 。 记者问他是不是经常去
KTV唱歌，他诧异地对记者说：

“ 我在城市里打工三年了 ，只
进过一次 KTV

， 那次还是媳妇
从农村来工地看我，我请七八
个工友一起去的。 本想着唱几
首歌几十元就够了，谁知道最
低消费就要 200 元，唱了几个
小时就花了 200 元，现在想想
还真心疼，从那以后我再也没
有进过 KTV

。 我外出打工就是
想多挣俩钱，所以业余时间很
少出去消费。 ”

◆“80 后”民工

追求青春梦想

“ 我在外面打工 4 年了，

只有到过年的时候我才会回
一次家 。 我不愿意就这么回
去 ，我想嫁一个城市人 ，等自
己的家庭事业稳定了再把父
母接到城市中来享福。 ”

24

岁农民工王慧（ 化名）说。

王慧告诉记者，几年的外
出打工经历让她有了很大变
化 ，当初没进城时 ，和熟人说
话都脸红，现在则可以主动和
陌生人说话，而且还主动要求
亲戚给自己介绍城市的男朋
友。许多“ 80后”农民工和王慧
一样都想离开农村，做一个城
市人。

目前，王慧在新区一家超
市做收银员已有 4 年了，上班
时穿一身单位提供的制服。 下
了班 ， 她也十分在意她的形
象， 穿着打扮也非常时尚，看
上去和城里人没有什么区别。

“ 我家是石林的， 我学习
成绩不好，

2004年参加高考时
啥学也没考上，又不愿意在家
种地，就到新区打工了。 像我
这样的高中毕业生在社会上
想找一份体面的工作是很难
的 ，刚到新区时 ，我在饭店做
过服务员 ， 在药店做过售药
员。 可是干得都不开心，不是
因为太辛苦就是因为工资太
低，后来经朋友介绍到超市做
了一名收银员，才算是把工作
稳定了下来。 我今年已经 24

岁了，在我们农村都已经是做
母亲的年龄了，可是我现在连
一个男朋友都没有。 我想在城

市里找个男朋友，朋友也倒是
给我介绍了几个，但都没有成
功。 自己分析认为，不是我长
得丑，主要是多数城市人嫌弃
我是农村的。 ”王慧无奈地对
记者说。

有这种想法的还不止王
慧一个人，在某小区物业公司
做保安的李超也是来自农村。

他一心想找一个城市的女朋
友 ， 想与其共同在城市里奋
斗。 他曾经也谈了一个城市的
女朋友，可是因为女方家长反
对，最后就被迫分手了。“ 现在
的城市女孩都很现实，不是要
求对方有房就是要求对方有
车 ，而就我目前状况 ，是不能
达到人家要求的。 ”李超叹着
气对记者说。

◆心若在 梦就在

改革开放后，一些农民工
拥到城市中 ， 主要从事建筑
业 、服务业等 ，面对城市生活
中的无奈，他们感慨颇多。

今年 22 岁的董冬冬老家
在浚县小河镇，他在新世纪广
场附近的一家理发店打工，他
喜欢打拳击，经常早上在广场
和朋友练习拳击，这是他在新
区生活中最大的乐趣 。 每月
600多元的工资对一个年轻人
来说并不多，每个月几乎攒不
下钱。 但他说，城市生活，他很
向往，他一定能在城市中留下
来 ，因为他相信心若在 ，梦就
在。

对于一些年轻的农民工
来说，留在城市中是他们最大
的意愿， 而对于一些 40 岁以
上的农民工来说，终究回老家
是他们的想法。 对于想长期留
在城市中的农民工来说，城市
中较好的生活条件和在城市
中打工的收入是他们留在城
市中的主要原因。

就像采访中一位农民工
所说的那样：即使在城市中住
两年也没有家的感觉，回到家
中挣不了钱心也不安。 或许大
部分农民工都要游离于城市
与农村之间，为了自己的生活
而奋斗，为了下一代的幸福而
奋斗，为了一座城市的发展而
流汗，但在他们心中总有一个
梦———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留在城市里，在这个向往的城
市里有个自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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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大量农民工为城

市的建设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他们用

心血和汗水，让城市变得更加美丽和繁荣。

在某些行业他们永远都是主角。 他们满怀

着梦想上路，风雨兼程，但是他们同样希望

在城里有个自己的家。

编者按：

城市中的农民工，他们付出的与得到的

差距的确太大了。 今天，重视他们的存在，

消除偏见与歧视， 让他们把这座他们亲手

建设起来的城市当成自己的第二个家，还

需要全社会共同的努力……

我想在城里有个家 □晨报记者 侯韶莹

见习记者 渠 稳

打工妹在工厂车间做工

农民工在建筑工地用餐

农民工在城市街道间穿梭

（ 上图均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