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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到小吃摊吃个早饭，到菜市场

买水果蔬菜，剪发、快递等等，城市人

的生活哪一样离得开农民工？ ”全国人

大代表、 江苏常州老三集团有限公司

妇联主席、 样衣部部长李承霞是来自

一线的农民工代表， 她最关注这个群

体呼吁和诉求，“不仅在服务业， 在制

造业，甚至是高端制造业中，农民工都

是重要力量！ ”

“扎实做好农民工等群体就业工

作”“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今年

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农民工就业”成

为热词之一。 在“新老农民工”交替过

程中，如何做好“老一代”农民工权益

保障、培养“新一代”农民工成为新型

劳动者，备受代表委员们关注。 全国两

会期间，“保障农民工就业” 好声音

不断。

“新生代农民工”

有哪些不一样

“时代在变，有技能、有能力的工

人得到更多社会认可和尊重。 ”

深耕农民工劳务派遣工作已经

20 多 年 的 河 南 省 上 蔡 县 朱 里 镇 拐

子杨村党支部 书 记 张 全 收 代 表 ， 说

起给农民工“牵线搭桥 ” ， 能清楚感

觉到“变了” 。

“60 后、70 后农民工越来越少了，

尽管他们还有体力干活， 但合适的工

种已经不多了，过去的电子厂、建筑工

地已经少见他们的身影。 ” 张全收感

慨，农民工主要变成了 80 后、90 后，年

轻人的就业喜好、 职业发展需求都不

一样， 作为劳务派遣方也要顺应这种

变化。

“新老农民工 ”相比 ， 张全收总

结了两个“不一样 ” ，首先是就业领

域不一样， 过去的农民工卖的是力

气 ，从事的是建筑工地、电子加工厂

等重体力、重复性劳动，今天的农民

工对职业价值 感 有 了 更 多 追 求 ， 渴

望学习知识技能， 他们中有很多还

上过大学 ， 他们更想进入的是高薪

或技术型行业，比如月嫂 、家政或是

技术型工人。

说起农民工的变化， 李承霞直言

不讳：“我 20 多年前从老家安徽来到

江苏打工， 那时候很自卑， 话也不敢

说，现在不一样了，在任何场合我都可

以很自信地表达自己。 ”李承霞觉得，

时代在变，有技能、有能力的工人得到

更多社会认可和尊重。

“不只我们老工人有变化，‘新一

代’农民工的精气神也很足，年轻人对

自己的职业很自豪， 有主动学习的愿

望，想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 ”李

承霞补充道。

对于李承霞所说的变化， 全国人

大代表、 北京建工三建公司机电安装

分公司水电队队长谭双剑也颇有感

触，“过去农民工卖苦力， 社会地位也

低，印象很深的是我刚来北京那一年，

都不好意思坐公交车， 总觉得会被人

瞧不起， 但这些年社会对我们这个群

体的认可越来越多， 职业上升通道也

越来越宽。 我带着几百个农民工兄弟，

鸟巢、国家速滑馆、大兴国际机场等地

标性建筑都有我们的功劳。 想也没想

过，有一天可以当上全国人大代表，为

农民工群体发声！ ”谭双剑心中涌起一

股自豪感。

不仅是社会认同和价值感在提升，

农民工的待遇也有了明显提升。“像我

们水电工、焊工等工种，干一天有五六

百块钱工资。 很多快递员、家政员、工

厂技术工种待遇比白领还高。 ”谭双剑

说。 待遇的提升是社会对体力劳动者

价值更加认可，但另一方面，也有劳动

力市场紧俏的因素。“老一辈农民工挣

了钱，不愿意让孩子再干体力活，像建

筑工、泥瓦匠等重体力工种很紧俏，也

倒逼工人的工资不断上涨。 ”

新质生产力

需要新型劳动者

“还需要更高技能的提升、沉淀和

积累，实现从‘工’到‘匠’的转变。 ”

我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

转变的过程中， 亟需培养大量符合发

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型工人。 农民工是

其中的重要力量。 怎样培养高水平的

技术型工人？ 李承霞表示，培养技术过

硬的工人，不是一蹴而就的，往往需要

用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时间， 让工人不

仅掌握流水线的基本技能， 还需要更

高技能的提升、 沉淀和积累， 实现从

“工”到“匠”的转变。

20 多年前， 李承霞就是流水线的

工人，干的是剪线头 、缝布片的工作，

通过接受工会系统化的培训、 参加全

国职业技能大赛， 如今李承霞已经成

为国家认证的高级技工了，“现在国家

给予产业工人的培训和上升通道越来

越好，我的经历就说明，农民工也可以

有机会赢得出彩人生。 ”李承霞不由得

发出感慨， 她鼓励农民工不仅要主动

学习， 还要多了解现在的职业上升路

径和评职称的政策， 抓住机会实现自

我价值。

同样从学徒工成长起来的， 还有

全国人大代表、 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

限公司焊工付浩， 如今他已经是高级

技师，“现在不光有高级技师， 还有特

级技师、首席技师。 正全面实施‘新八

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随着等级越

来越高，工资待遇也会相应的增加。 ”

付浩经历了传统产业的升级过

程，他深刻地认识到，新质生产力对技

能工人的要求在变高。“新质生产力推

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

型升级， 对我们工人来说就要做出相

应的改变， 工作能力要跟得上新质生

产力要求，技术水平也要跟上，不然就

会被淘汰。 ”

“要把‘新一代’农民工培养出来，

满足新质生产力的用工需求。 ”张全收

建议， 对于目前还没有进入新兴产业

的工人， 可以建立全国性的农民工就业

招聘平台， 借助信息化技术收集供需两

方的信息， 让农民工可以在平台上选择

就业城市、就业企业、就业岗位，实现劳

务供需精准对接， 让符合条件的“新一

代”农民工进入技术型岗位锻炼成长。

“当然， 对这部分优先上岗的农民

工，还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张全收补

充，尽管他们有学习需求，但单靠在工厂

锻炼还不能满足成长需求， 同时又很难

找到正规专业的学习渠道，为此，张全收

建议政府结合市场变化、 企业需求和就

业意愿，建立科学、规范的农民工培训体

系，进而实行订单、定向、定岗培训，让有

技术的工人在岗学习。

未来的新型制造业会对技能型人才

有更多需求， 职业院校则成为培养这部

分人才的主力场。 事实上，一些企业已经

在进行校企对接， 更好地帮助职业院校

的学生掌握“可用”的技能。 李承霞对职

业院校进行过调研， 发现一半以上都是

农村孩子， 为了把这部分群体更好培养

成为适应现代企业发展需求的新型技术

人才， 她建议：“还是要让更多企业与职

业院校合作，共同培养学生，当然 ，政府

也要给企业一些优惠扶持政策， 调动企

业的积极性。 ”

让他们感受到

城市更多温度

“从农民工享受到的城市公共服务到

权益保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这些年来，我们农民工在城市能够

享受到的服务已经越来越好， 但还远远

不够。 ”谭双剑最切身的体会是，“子女入

学、 升学政策对我们外地户籍的人员还

是区别对待， 相当一部分农民工没有社

保，像我们这一辈以及上一辈的农民工，

干不动退休了， 回到农村发现自己没有

养老金，养老都成问题。 ”

全国人大代表、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委员、 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杨娟格外关注“老一代”农民工的保

障问题 。“他们是城市建设的重要贡献

者，即便已经‘退休’，但权益保障不能被

忽视。 ”杨娟呼吁。近年来，“老一代”农民

工普遍面临着择业就业、持续增收、权益

保障、老有所养等难题，有的农民工为了

找新工作养家糊口奔波， 有的农民工面

临养老问题。 为此，杨娟建议，针对退休

农民工建立专门的权益保障制度， 完善

动态监测信息平台， 借助平台力量摸清

生活困难群体， 分层分类让他们享受应

有的保障。

杨娟在调研中发现，一些“第一代”

农民工过去从事重体力劳动或高污染行

业工作，身体不同程度损伤，医疗支出会

比较大，“但他们大多只购买了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保险， 拿到的保险金远不能覆

盖医疗支出， 建议尽快建立过渡型养老

补偿和转移制度， 比如允许没有养老保

险的返乡农民工办理保险， 属地政府给

予一定补助。 ”杨娟说。

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依然是代表

们关切的重点。 农民工就业以短期就业

为主，劳动合同签订率较低，在发生工伤

事故、索要工资等纠纷时，因“劳动关系”

界定模糊， 其权益更易受到损害且难以

维权。

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

总经理、 九三学社福建省委会副主委吴

小颖表示，月嫂、家政、快递员等新业态

领域近年来聚集了大量“新一代” 农民

工，权利保障纠纷也较为多发。“这是因

为大量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与企业签订的

不是劳动合同，而是书面协议，无法纳入

权益保障范围。 ”

在帮助维权方面，吴小颖表示，应发

挥工会组织、仲裁机构的作用，引导企业

承担社会责任，在农民工收集证据、维权

立案环节提供直接的帮助， 免去维权的

后顾之忧。“很多企业的培训补贴对象只

面向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人员， 建议

放宽至签订书面协议， 进一步建立适合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培训模

式，保障其平等享有培训的权利。 ”吴小

颖说。 （据中国农网）

农民工就业:做体面的职业 过有尊严的生活

短评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近 3 亿农民工的

就业尤为牵动人心。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举行的民生主题记者会上， 人社

部部长王晓萍介绍，针对钳工、焊工、养

老护理员等一线技工普遍短缺等问题，

要从服务产业发展、创新培养方式、畅通

发展通道、营造良好环境等方面发力，加

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近年来， 我国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

技能培训超过 1800 万人次，目前技能劳

动者已超过 2 亿人。 但符合新产业新模

式发展要求的技能型人才尚有缺口，部

分一线技术工种还存在高薪难招人的现

象。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建设技能人

才队伍，既有利于农民工精进技能、提高收

入，实现个人发展，也能为发展新质生产力

更好提供人才支撑。

为此， 一方面要围绕农民工需求创

新培养方式，一体推进技能人才培养、使

用、评价、激励，搭建技能人才成长“立交

桥”，拓展其成长空间。 另一方面，要大力

弘扬工匠精神， 为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

培训、专心钻研技术、参与职业技能大赛

创造条件，让更多农民工实现由“工”到

“匠”的转变。

（据中国农网）

加强培训 助力农民工精进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