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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5 日 ，“ 非 常 梦

想”——四川省第三届农民工

原创文艺作品大赛颁奖晚会

在四川省歌舞剧院举行。台

下，获得美术类三等奖的邹兴

义告诉记者：“我的目标是成

为一名画家。”

2003 年，24 岁的邹兴义

离开老家绵竹市拱星镇高柏

村，一边四处打工，一边自学

读完大专课程。今年，他报考

了四川大学成人继续教育学

院本科课程，准备攻读美术教

育专业。“我还想去考研究生。

多年来我已经积累了一定的

绘画技巧，但是专业的学习能

填补我在美术理论方面的缺

陷。”邹兴义告诉记者。

同邹兴义一样，从偏远山

区来到成都追梦的 90 后地铁

女司机肖芳通过不断地学习

新知识和新技能，实现了自己

的梦想。近年来，肖芳已经相

继完成西南交通大学自学大

专课程和本科课程，考取了中

级地铁司机证，成为了地铁电

客车组长。下一步，她的目标

是考取高级地铁司机证，成为

电客车队长，争取安全行驶里

程突破 20 万公里，全力保障

乘客安全。

对于返乡创业的王红琼

和裴忠富而言，尽管他们已经

取得了成功，但心中梦想的彼

岸依然还未达到。

“我希望能吸引更多外出

打工的姐妹回乡就近就业，让

家乡的留守儿童少一些。”王

红琼说。

裴忠富则希望能总结出

更多省工有效的技术方法，带

领更多贫困山区的农民种果

树致富，持续增收。“只要农民

有需要，我都乐意去帮一帮。”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民

工立足岗位、艰苦奋斗，努力

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而随

着国家、省市政策的扶持力度

不断加大，农民工的生存发展

环境将会越来越好，农民工子

女的生活条件和受教育状况

也得到极大改善。未来，将会

有更广阔的空间让农民工充

分地发挥价值，得到社会认

可。同时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

农民工选择回到家乡创业，为

农村经济繁荣、精准扶贫、乡

村振兴作出卓越贡献。

——文明的印记

平凡的追梦人
——农民工系列调查（一）
本报记者 杨文娟 实习记者 李林晅

他们心怀梦想，舍弃土地，来到陌生的城市，希望用勤

劳的双手为自己挣得幸福未来；

他们劳碌奔波，负重前行，以其几代人的艰苦奋斗，为

城市的发展、祖国的富强燃烧青春；

他们有的融入了异乡，有的返回了故土，有的依然漂泊

在城市边缘，但奋斗的脚步，从未止息。

他们是平凡的追梦人，他们有一个独特的称谓——农

民工。

1988年初春，在从四川成都开

往广东东莞的一辆绿皮火车上，王

红琼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外飞掠而

过的一景一物，脸上是抑制不住的

兴奋。她的家在成都金堂县竹篙

镇。这是她第一次远离家乡，去往

东莞的一家皮具厂做工。

在东莞这个离家 1600 公里的

陌生城市，为了赚钱养家，王红琼

每天和面前的缝纫机“亲密合作”，

在车间里没日没夜地加班，坐到全

身僵硬屁股发麻。这一坐，就是 18

年。“很辛苦，尤其在闷热的夏天，

实在太难熬了。”回忆往昔，王红琼

颇有些感慨，“但每一次将工资拿

到手的那一刻，心里会有满足感。”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

展，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走出家

门，奔向城市，成为了城市建设不

可或缺的力量。作为第一代农民

工，他们中的大多数受教育程度

低，专业工作技能缺乏，对工作不

挑剔，干的是城市里最苦、最累、最

脏的活儿。

2009年，成都龙泉驿区柏合镇

二河村 22岁的付开茂同样坐上了

从成都到东莞的火车。他的目的地

是东莞一家电子企业。

在这里，他每天的主要工作是

装配电子元器件。这份工作与他在

学校所学的专业对口，但当地气候

的湿热、工作的单调和枯燥都让他

难以忍受。只待了一个半月，付开

茂就又回到了家乡务工。内勤、焊

接工、数控人员、销售员……几年

来，付开茂在各行各业打工，积累

了不少经验，“趁年轻，多学些技

术，多提升自己。”付开茂说。

数十年岁月里，像王红琼、付

开茂一样，几代农民工走出家门、

奔向城市，从农民工“离土不离乡、

就地进工厂”到“离土又离乡，进城

进工厂”，从“养家糊口”到“提升自

我”，农民工群体随着时代发展不

断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民工

发展进入了“提升技能、融入城市”

的市民化新阶段，农民工已成为产

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2018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

2018年农民工总量为28836万人，

比上年增加184万人；其中50岁以

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 22.4%，比上

年提高 1.1 个百分点，近五年呈逐

年提高趋势；新生代农民工中超半

数为80后。

几十年来，农民工用勤劳的

双手、辛劳的付出，为新中国的建

设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为了

让农民工享有实实在在的获得

感，政府和社会致力于保障并增

进农民工的福祉，让农民工群体

的逐梦之旅逐渐走上“快车道”。

4 月 22 日，龙泉驿区柏合镇

某家电实体店内人头攒动，付开

茂忙着向顾客介绍商品：“我们

可以为您免费配送到家，商品半

年包换，价格比网上更实惠！”

2017年，在打工8年后，得益

于政府的资助和政策扶持，付开茂

的第一家家电实体店顺利落户柏

合镇。如今，付开茂已经开了两家

店，结了婚，有了孩子，日子越过越

红火。

进入21世纪，农民工群体获

得了越来越多的重视。2004年的

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农民工表

述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

分”，并开展了维护农民工就业

权益和改善就业环境的专项工

作；2006年，国务院颁发《关于解

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系

统提出关于农民工工资、公共服

务、权益保障机制等方面的政策

服务措施；2014 年，国务院发布

《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

工作的意见》，具体提出关于农

民工就业创业、社会融合、劳动

保障权益等方面的一系列政策

服务措施……

王红琼也是国家和省市一系

列支持农民工和农民企业家返乡

创业政策措施的受益者。在异乡打

拼了18年后，她回乡创业，开办了

属于自己的制衣厂。“创业之初，政

府在税收减免、房租补贴、创业贷

款等方面，给了我很大优惠。”王

红琼告诉记者，“在我最困难的时

候，也是政府的扶持，让我寻找到

了一条新的出路。”如今，王红琼还

清了所有贷款，工厂员工发展到了

70多名。

与王红琼一样，从小家境贫

寒，17 岁就外出务工的裴忠富，

也是在不断的奔跑中，在政府和

社会的帮助下，实现了从“农民

工”到“农民企业家”的转变。

尽管创业初期十分艰辛，但

凭借着一股不怕输的劲儿，裴

忠富不仅成为了水果种植的专

家，还成立了宗富水果种植专

业合作社，成为了一名成功的

企业家。

这些年，裴忠富的合作社服

务范围多达十几个省区，包括湖

南、贵州、新疆、西藏、山东等地，

服务果树林达20余万公顷，服务

果农 70余万人次。“合作社现在

经营状况不错，我也过上了安居

乐业的日子。”裴忠富笑着说。

因地制宜做好政策设计，为

农民工开辟梦想成真的道路，各

地仍然在努力：新疆实施新生代

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着力

提高农民工创业成功率；山东出

台 20 条新政策新措施推进乡村

人才振兴，向农民工成功创业人

士提供创业政策支持；河南省焦

作市挂牌运行农民工综合服务

中心“一次办妥”服务大厅……

2018 年，四川省印发《加强

农民工服务保障十六条措施》，

明确要通过强化农民工就业服

务、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改善

农民工居住条件、优化农民工社

保服务以及注重农民工维权救

助等，为农民工的就业、发展提

供有力保障。

这些政策的出台，不仅让包

括裴忠富、付开茂在内的农民工

群体的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还让他们离梦想更近了一步。

新闻提示：

农民工群体的变化，是中国城乡变化的最独特观察窗口，他们在奋斗中改变着自己的命运，一定

程度上影响着城乡变化。农民工，这个由时代铸造的词汇，正在散发出愈发强烈醒目的亮光，照耀着

农民工群体心中的希望，也承载着新时代中国奔向民族复兴梦想的力量。近日，记者多方走访，与几

代农民工面对面，力图记录几十年间中国农民工追梦圆梦、与时代共同进步的燃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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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12
日电（记者 叶昊鸣 李继
伟）记者 12 日从应急管

理部获悉，今年 5 月 12

日是我国第 11个全国防

灾减灾日，主题是“提高

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

安全防线”，5 月 6 日至

12 日 为 防 灾 减 灾 宣 传

周。这期间，应急管理部

及全国各地开展了多场

形式多样、群众广泛参与

的防灾减灾活动。

据应急管理部有关

负责人介绍，防灾减灾宣

传周期间，应急管理部组

织举办了全国首届社会

应急力量技能竞赛、第十

届国家综合防灾减灾与

可持续发展论坛、全国防

震减灾科普讲解大赛和

网络直播的防震减灾公

开课、第五届“中国减灾

杯”减灾救灾摄影大赛、

防灾减灾综合演练等一

系列活动，通过普及防灾

减灾知识，广泛动员全社

会重视参与防灾减灾事

业，推动自然灾害防治能

力建设。

5月 11日，由国家减

灾办指导，河北省开展

2019年抗洪抢险应急救援演练，模拟

邯郸市丛台区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

重洪涝灾害，丛台区、邯郸市、河北省三

级启动应急响应，有序开展应急救援。

此次演练进行了滞洪区围堤爆破、河道

堤防加固、紧急排水减灾、无人机搜寻

失联人员等11个科目，消防综合救援

队、水利抢险队、预备役部队、企业救护

队共11支队伍、25家单位和当地群众

参演，参演人员650余人。

5月 12日，北京市防灾减灾日主

题宣传活动在 101中学举行，现场举

办了应急救援进校园活动、防灾减灾

主题知识展、中学生防灾减灾主题绘

画作品展、VR地震互动体验、百校百

剧情景剧大赛、中小学生公共安全教

育现场观摩交流会，启动了 2019 年

北京市“应急宣传进万家”和“大手牵

小手 共筑安全梦”系列主题活动。

同日，山东省在济南市泉城广场

举行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活动现

场举办防灾减灾宣传咨询、应急队

伍和新装备新产品展示，开展避险

自救互救技能科普互动，包括医疗

急救技能实操、结绳训练、地震应急

避险、火场低姿逃生、灾害实景 VR

体验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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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红琼和她工厂里的员工在一起王红琼和她工厂里的员工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