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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能

产业转型倒逼手艺升级

“中国农民工规模之大、贡献之大，在新
中国壮丽 70 年中是浓墨重彩的一笔。”采访
伊始，中国劳动学会会长杨志明这样强调农
民工群体的重要作用。

许多人对农民工的印象还停留在工厂流
水线的操作员，实际上，他们中不少已是在

“生产车间组装奔驰、宝马的现代工人”。
在富士康、北汽、中铁工盾构机组装、

海尔智能空调、大连光洋数控机床等企业的
一线生产操作中，70%以上员工是来自职业
技术院校的农民工；在东方汽轮机精焊大师
工作室，60%的技师也是新生代农民工——
调查数据显示，先进制造业是规模化吸纳农
民工技工的主阵地。

在建筑行业，以构件预制化生产、装配
式施工为主的新型建筑业也在拓展新生代农
民工进入技能型现代产业工人的渠道。调查
显示，2018年，中国建筑业从业人数5563万
人，80%是农民工。其中中建、中铁建、中
铁工、中电建、中交建五大建筑央企吸纳农
民工约 400 万。在赴海外施工的建筑业农民
工中，技工、技师约80万，占到赴海外农民
工的80%以上。

技能，是今天谈论新生代农民工难以绕
开的词汇。

一方面，产业升级推动着新生代农民工
朝技能化方向转型。杨志明指出，农民工正
面临着由原来总量不断扩大的人力资源优势
向技能素质不断提升的人力资本优势转变的
过程。2002年到2012年，在经济快速扩张的
这10年中，农民工大量进城的外溢和城市大
量用工的内需交错，大批农民工来不及学习
技能就被吸引到中低端岗位。但这种状况已
经成为过去。2013 年以来，经济增速放缓，

产业结构从低端加速转向中高端，新生代农
民工也亟需提升技能来适应岗位需求。

另一方面，农民工就业正从总量压力为
主向“两难”结构性矛盾突出转变。杨志明
分析，一是农民工供给有限性导致普工招工
难，二是技能人才短缺性导致技工招工难，
且这种困境正从东部向中西部扩展，从季节
性向常年转变。2018年第四季度，各技术等
级或者专业技术职称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
的比率均大于1.7，迫切要求新生代农民工加
快技能提升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

新渠道

更加青睐现代服务业

相比工厂，现代服务业离生活的距离更
近，从快递外卖配送员到网约车司机，这些
职业角色就活跃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现代

服务业新业态快速扩张，这些都在吸引着新
生代农民工的目光，在第二产业中挑起大梁
的农民工在第三产业中仍然肩负重任。”杨
志明说。

这背后有着大量的数字支撑。调查显
示，在外卖平台美团公司，送餐人员中有
75%来自农村地区，其中 82%为“80后”；在
网约车平台滴滴公司，出生在农村的司机占
76.34%，新生代农民工占59.3%。数字经济所
创造的就业岗位，已经成为农民工就业的重
要渠道。

蓬勃发展的现代服务业还在孕育更多机
会。例如，受新型城镇化、人口老龄化、家
庭服务社会化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家庭服务
业正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课题组预计，
到2020年，家庭服务业将吸纳3000多万农民
工就业，到2035年将吸纳5000万以上农民工
就业。

现代服务业作为就业渠道快速兴起的同
时，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倾向的变化也在悄然

发生。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倾向于
从事服务业或自主创业，愿意到更加灵活的
服务业就业，也有不少人明确表示不愿意到
工 厂 。 其 中 ， 未 来 有 创 业 愿 望 的 占 比 达
40.77%；想从事服务业的次之，为24.94%。

杨志明分析，这主要是由于从事现代服
务业收入相对较高，调查显示相对其他传统
行业平均高出30%-50%；同时，服务业从业
时间更具灵活性，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自
主安排工作时间。但这一变化也带来劳动关
系界定困难、参加城镇职工社保比例偏低等
问题，需要有关部门在政策研究方面有新的
设计。

新诉求

融入城市，分享成果

“老一代是拉着蛇皮袋进城的，新生代是
带着拉杆箱；老一代的目标是挣钱回乡发
展，新生代是融入城市发展；老一代要求支
付工资，新生代要参加保险；老一代呼吁改
善劳动条件，新生代要分享发展成果……”
杨志明连用了一串形象的对比，这些都说明
新生代农民工与父辈已有了明显的区别。

择业有新标准——
在就业地点上，他们除了选择收入高的

城市之外，还会选择就业机会多和离家较近
的 城 市 。 中 国 劳 动 学 会 调 查 数 据 显 示 ，
55.91%的新生代农民工重点考虑“收入比较
高”，36.79%的人选择了“就业机会多”，还
有30.75%的人选择了“距离老家较近”，其主
要影响因素包括有亲友同乡在、城市宜居、
语言或生活习惯相近、农忙时便于回去等。

在就业岗位上，更加注重劳动环境和行
业发展等。就业岗位所处的劳动条件、劳动
强度以及企业的声誉、所属行业的发展前景
和社会地位等都是重点考虑的因素。

流动性更高——
经济转型中创新活跃，新业态层出不

穷，新生代农民工一直对外部环境保持新鲜
感，工作岗位和地点变动也更频繁。

工作岗位方面，调查数据显示，新生代
农民工没有换过工作的占比为 26.27%，换过
一到两次工作的人员比例达到 44.30%，甚至
有5.54%的人换过7次以上的工作。工作地点
方 面 ， 调 查 数 据 显 示 ， 没 有 更 换 过 的 占
31.33%，更换过一个和两个的分别占 28.58%
和 22.61%，还有近 30%的人更换过 3 个以上
城市。

此外，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注
重劳动权益保障，在就业创业方面也需要更
为精准的服务。“这种多方位转变也让用工企
业、用人单位等重新思考并顺应新生代农民
工合理的利益诉求。”杨志明说。

从前制造业“挑大梁”，而今更愿意去现代服务业谋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择业变了
本报记者 李 婕

今天的新生代农民工什
么样？

他们是活跃在我们身边
的快递及外卖小哥、网约车司
机；是凭口碑走俏、供不应求
的家政服务大姐；也是在现代
化生产车间里组装汽车、操控
数字机床的产业工人。他们更
倾向于从事服务业，更频繁地
更换工作，时兴有能耐的返乡
自主创业……这些相关特征
频繁引发热议。

新生代农民工“新”在
哪儿？在经济转型过程中，
他们如何与社会互动？中国
劳动学会相关课题组开展的
一项基于“百企万人”的调
查，勾绘了一幅新生代农民
工的群像。

◀四川省第七届农
民工技能大赛选拔赛日
前在眉山市举行。大赛
设有美容、数控车工、
中式烹调、养老护理、
电子商务、汽车修理等
项目，来自各个行业的
200 名选手同台竞技，
其 中 包 括 新 生 代 农 民
工。图为参加美容技能
比赛的选手正在紧张比
赛中。

张忠苹摄
（人民图片）

当前，脱贫攻坚战已进入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而
深度贫困地区是决定脱贫攻坚进展和成效的关键。作
为国有大行，中国建设银行（以下简称建行）坚决贯彻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认真
落实监管部门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的各项要求，全
面提升深度贫困地区金融精准扶贫质效。

为此，建行专门研究制定了《脱贫攻坚重点地区信
贷业务差别化支持政策》，针对深度贫困地区以及总分
行定点扶贫地区新增信贷业务，给出了涵盖信贷政策、
授信审批、担保方式、资源配置、考核激励等方面共20条
差别化措施。截至2019年9月末，建行深度贫困地区各
项贷款余额2250亿元，比去年同期新增超过百亿元。

善融扶贫 让扶贫搭上电商车

建行甘肃分行将临夏回族自治州作为脱贫攻坚重
点地区，结合“甘肃省绿色食品办公室”及总行下发的电
商联盟相关商户信息，筛选出重点优质商户作为对象，
派电商专员面对面辅导，重点了解商户整体经营及线上
经营情况，宣讲“善融商务”电商平台、电商扶贫信息，现
场与商户达成合作意向和善融入驻意愿，邀请商户参加
青海省及甘肃省“三区三州扶贫中国行”线下活动。

要让扶贫搭上电商的快车，举办展会、为供销牵线
搭桥、线上线下联动推广就成为快速见效的措施。建
行甘肃分行通过与兄弟行协作、联合贫困地区政府和

行业协会等，以“善融扶贫中国行”为主题，开展多场线
下活动。2019年7月，“善心善意，融情高原”青海站线
下活动举办，现场助力“三区三州”供应商达成合作交
易额100万元，并为建行大学华东学院采购甘肃“三区
三州”商户商品牵线搭桥。

8月，建行甘肃分行联合陇南市西和县举办“善融
扶贫中国行甘肃站西和乞巧文化节活动”，邀请“三区
三州”商户作为供应商参加，帮助贫困地区建立长期稳
定的供销关系。与此同时，建行甘肃分行积极与福建、
厦门等分行合作，实现东西部对接。截至 2019年 9月
末，通过 20 余场线上线下专项营销活动，实现甘肃省
辖内“三区三州”地区扶贫交易额 402.68万元、有效买
家1155户。

10月，建行举行建行—央企扶贫合作签约暨善融
商务央企扶贫馆上线仪式，共有 12 家央企扶贫馆在

“善融商务”平台正式上线，涉及 21 个商户、277 款商
品。央企是脱贫攻坚战场上的重要力量，合力扶贫攻
坚是建行与央企多元化合作的又一有力举措，将在金
融扶贫、消费扶贫、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和科技扶贫等
领域开展具体合作。

联合龙头 带着客户做扶贫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于田县是新疆扶贫工
作的重点地区之一。2019年，建行新疆分行了解到，于
田县规划在于田县库尔班吐鲁木纺织服装产业园打造
纺织服装全产业链服装产业基地，并同步解决和田地
区及周边贫困地区建档立卡人员就业问题。

中泰集团作为新疆地区龙头企业，在该园区内投
资建设东展纺织产业园项目。在项目建设伊始，建行
新疆分行积极与中泰集团对接，积极制订扶贫工作计
划，指派专人实时跟踪项目推进进度。项目在行内申
报过程中，依据总行印发的脱贫攻坚重点地区信贷业
务差别化支持政策，审批部门专门启用了扶贫项目审
批绿色通道，批复流动资金贷款 5000 万元，为新疆地
区金融扶贫工作给予巨大帮助。

项目完成后，可实现年产500万件行业定制服装、
1000万件家居品，预计年产值8亿元人民币，可帮助解
决3000人以上就业，促进各类经营主体的涌现和服务
行业的兴起，助力和田地区脱贫攻坚。

双基联动 精准滴灌贫困村

东山根中村位于青海省都兰县察汗乌苏镇东部，
海拔 3210米，距离县城 3公里，属典型的城郊型农村。
建行青海分行多次深入扶贫村开展政策宣讲等活动，
使广大村民了解强农惠农富农政策。

为增强村集体产业发展对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带动
作用，建行青海都兰支行党支部与定点帮扶村都兰县
察汗乌苏镇东山根中村党支部成立了“双基联动”合作
贷款办公室，向东山根中村羔羊养殖专业合作社试点
投放40万元贷款，实现了从银行“输血”到企业“造血”
的有效转化。同时，建行青海都兰支行充分利用客户
资源，帮助定点扶贫村新成立的集体产业茂丰有机化
肥公司拓展产品销售渠道，增强企业销售能力。

建行青海分行金融精准扶贫综合化融资有效带动
了东山根中村12户贫困户创收增收，羔羊养殖合作社
在建行青海分行派出的驻村第一书记帮助下，与新疆
客户签订了万只育肥羔羊长期销售合同。通过帮扶，
羔羊养殖合作社由原来的5人发展到现在的167人，解
决了30%的村民就业，村集体经济收入提高了40%。现
该村顺利通过了国家脱贫验收，实现了贫困户全部脱
贫，进入脱贫巩固提升阶段。

创新模式 扶贫效果可持续

建行贵州分行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
股东的“三变”模式发源地六盘水市选取红心猕猴桃产
业进行试点，其主要种植基地位于水城县等深度贫困
地区。建行贵州分行为项目核心企业提供授信，支持
其打造猕猴桃全产业链条；建立与贫困户的挂钩机制，
农民以承包土地入股项目，可获得土地流转费、务工收
入以及核心企业的利润分红三项收入，有效带动贫困
户农业种植的积极性；作物种植风险和产品销售风险
完全由企业承担，切实保障了农民群体利益。

该项目模式利用金融要素注入龙头企业实现产业
链发展，以利益联结机制为纽带，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
机制，使大批量的农民、贫困群体获得稳定并不断增长
的收入来源，同时使企业获得持续发展的保障，持续带
动农户实现稳定就业、脱贫、增收。该项目解决了1071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业问题。

“产教扶贫一体化”项目是建行四川分行在定点扶
贫工作中创新开展的一种扶贫方式。建行四川分行梳
理了客服外呼、信用卡分期、对账催收外呼、集中作业
等辅助性生产岗位，定向聘用适龄的无业扶贫对象(含
残疾人群体)。同时整合外部和建行大学的培训资源，
为其提供计算机、电商、烹饪、金融基础知识等上岗技
能、职业技能培训，使其具有持续就业能力并向社会化
就业迁移。空出的岗位又聘用新的扶贫对象，从而实
现产、教、社会化就业循环，创新就业扶贫新模式。目
前，该模式已在四川绵阳地区成功落地，培训班开班两
期，一期 15 位贫困无业学员已全部实现社会化就业，
二期家政班已开班，并通过建行四川分行对接家政公
司拟将 37 名学员全部吸纳就业。建行四川分行正将
该模式向四川其他深度贫困地区推广，已与凉山西昌
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签订扶贫合作协议，由建
行四川分行集中组织一批辅助性生产岗位，定向聘用
校内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利用寒暑假从事生产并给付
一定报酬，同步联合建行大学开发和实施适当的培训
项目，提升贫困学生综合能力，使贫困学生增收提能，
为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贡献建行力量。

建行将进一步聚焦深度贫困地区，从供给侧入手，
以高含金量的政策举措，以创新的扶贫模式，确保新增
金融资源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为深度贫困地区引资，
更注重引智，切实激发深度贫困地区内生发展动力，助
力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广告·

建行工作人员走访调研，精准对接贫困村产业发展

建行青海都兰支行精准支持贫困村养殖业发展建行青海都兰支行精准支持贫困村养殖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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