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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打工的老人都有自己的故
事，通过对这些老人的采访，记者不
禁要问：政府能不能再加大一些养老
和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和力度，让符
合条件的老人都能够享受社会经济发
展的红利？社区和村镇能不能再增加
一些文化和休闲设施，让居民们共尝
文化繁荣的果实？作为子女，能不能
在百忙之中再多抽出些时间陪陪父
母，让他们不再忍受“空巢”的寂寞？

诚然，这个世界本就不是一马平
川，有山峦与沟壑，就有阳光无法温
暖的地方。打工老人们的境况不会一
时间完全得到改善，但“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是我们的传统美德。希望
有一天，全社会的老人们都能够老有
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愿社会给老人更多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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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而不休为哪般？
——我市老年打工族扫描

随着天气逐渐变
热，城市里的红男绿女
们又穿起应季的薄衫，
成为街头一抹亮丽的色
彩。而被我们忽略的
是，在熙来攘往的人群
中，时常可见一些不起
眼的老人，他们衣着朴
素，出于种种原因不能
安享晚年的清闲，仍在
辛勤地劳动着。

当你走过他们身
边，可曾留意他们饱经
风霜的脸庞，想过他们
为何晚年仍在外打工？
记者走近这个群体，了
解他们的故事。

□文/图 本报记者 陶小敏
见习记者 杨 旭

4月10日上午10点多，65岁的环卫工薛志
力正在市区辽河路东段清扫着路边的垃圾。当
天他已经工作近四个小时，每隔一会儿，他都
要直起身子缓解一下疲劳。对于薛志力来说，
这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既不用忍受夏日骄
阳的炙烤，也没有冬季寒风的吹袭，更没有秋
天恼人的落叶，他珍惜地享受着这份“惬意”。

薛志力老人是郾城区石槽赵村人，干环卫
工已有十多年时间。一年四季风吹日晒的苦他
早已习惯，他的生活也养成了规律：早晨7点
开始工作，干到中午 11 点 30 分，之后有两个
小时的吃饭和休息时间；下午的工作时间则为
1点30分到5点30分。长期的户外劳动给老人

留下了沧桑的印记，一头白发之下，爬满皱纹
的脸庞被晒成绛黑色，双手满是茧子和灰尘。

当记者问起为什么一把年纪了还要干这么
辛苦的工作时，老人停下手中的笤帚，抬起头
叹气道：“以前村子里有地，后来被收回了。
政府每年给发几百块钱的补助金，此外就没有
别的收入了。”老人坦言，不出来干点活，指
望补助金是无法生活下去的。随着年龄逐渐
变大，又没有别的技能，环卫工作虽然辛苦，
但他还是能够胜任的。“一个月发 1200 块钱，
除了一天三顿饭，花销上基本够了。”

薛志力介绍，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外地打
工，但孩子们的收入也不多，都只是可以顾得

上自己。老伴儿也是环卫工，老两口的补助加
上干环卫工的收入，除了维持生活，还会给三
个孙子花一部分。“孩子们在外打工不容易，
咱也帮不上忙，但孙子我们照看着，至少能让
他们在外面安心工作。”薛志力透露，他身边
像他这样大年纪还在打工的人为数不少，他们
大多家里条件不宽裕，为了不给孩子增加负
担，他们只有依靠不断工作来养活自己。

为了不耽误老人工作，让他能按时收工回
家休息，记者没有再追问老人更多问题。看着
他的背影逐渐消失在车流中，记者只有祝福老
人身体健康，工作时注意安全，也希望行人能
少丢一点垃圾，为老人减轻些负担。

为生计 老人干起环卫工

除了像薛志力这样依靠打工养活自己的老
人，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还有一部分外出打工
的老人是为了补贴子女。

在一家火锅店打工的王秋云和路巧枝便是
如此。记者见到两位老人时，她们正在市区辽
河路一家火锅店的后厨择菜。两人穿着整洁的
制服，熟练地将择好的蔬菜分别放进几个大筐
里，边干活边聊天，脸上洋溢着笑容。

王秋云今年63岁，是郾城区李集乡人，来
这家火锅店打工已有八个月时间了。她告诉记
者，之前自己一心想着外出打工，但去年跟着
别人去新疆打工险些被骗，不但没有赚到一分
钱还倒贴了一千多块钱。她便想干脆在家乡找
个稳妥的工作，但由于年龄大，没有什么技

术，找工作对她来说并不容易，也没有太多的
选择。最终，她在这家火锅店招聘时应聘成
功，主要做择菜、洗碗的工作。王秋云每天的
工作时间是上午上午 9 点到下午两点，下午 5
点到晚上9点30分。因为离家较远，她在距离
火锅店步行十几分钟的地方租了间月租100元
的房子住下，平均一个月回家一次。

谈起出来打工的原因，她坦言如果不出来
打工家里也过得去。家里有六亩地，政府每年
还给发1000多块钱的补助。不过考虑到儿子在
市区打工不容易，孙子还小，家里花钱的地方
多，为了缓解孩子的压力就选择出来干活。基
本工资加上补助，王秋云每月能有1900元的收
入。“除了自己花的，还能给孩子做点贡献，这活

儿比着田地里的活儿也轻松，老板人也不错，我
还挺满足的。”王秋云对自己的现状很知足。

61岁的路巧枝和王秋云情况类似。她是舞
阳县九街乡人，外出打工已有一年时间。尽管
家里有八亩地，但路巧枝坚持打工的原因也是
为了补贴孩子。“儿子、儿媳都在外地打工，
孙子在老家跟着他爷爷。老伴年纪大了，以前
在工地上干活落下了病，我趁着自己身体还行
就出来干几年活儿，能挣一点是一点吧，也给
孩子们减轻一些负担。”路巧枝告诉记者。据
两人介绍，村子里跟他们同龄的人中，除了需
要在家看孩子和身体不好的，很多人都选择了
外出打工。打工选择的工作也多是建筑工地、
环卫等不需要技术的“下力气活儿”。

为子女 她们在饭店打工

多年前赵本山和宋丹丹表演的小品《钟点
工》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赵本山饰演
的老人为了找乐，放着子女提供的悠闲生活不
过，想跟宋丹丹一起干钟点工。生活中，还真
有这样的老人。

家住市区建设路一小区的赵玉梅今年 62
岁，退休前是一名国企职工，老伴几年前过世
了。赵玉梅唯一的儿子大学毕业后留在了深
圳，现在工作和收入都很稳定，去年还谈了一
个女朋友，准备在深圳定居。独自在家的赵玉
梅时常感到生活无聊，她唯一的活动就是晚上
出去跳跳广场舞，但白天大把的时间闲着没

事，身子硬朗的她便萌生了外出工作的念头。
“儿子工作忙，一年回来住不了几天，我

自己在家闲得难受。去年开始，我就让姐妹们
帮我留意着找个工作，不图赚钱多，只要有个事
做就行。”赵玉梅一位朋友的亲戚家里需要找接
送孩子的保姆，这位朋友便找到了赵玉梅。

“朋友给我介绍了情况，这家人是做生意
的，老人都在外地不方便来，孩子上小学一年
级没人接送，想找一个可靠的保姆接送孩子带
洗衣做饭。我一听就动心了，却和儿子商量不
通，他不想让我出去干活儿。”赵玉梅说，儿
子对于她外出打工的提议坚决反对，但最终她

还是背着儿子开始了工作。“知道他孝顺，他
有自己的生活，我也有自己的人生，这活儿不
累还解闷儿，我愿意干。”

工作几个月来，赵玉梅说她没有后悔。
“这家夫妻都很和善，孩子也很听话，我把孩
子当自己的孙子一样对待，还自己花钱给他买
过文具。平时主要就是接送孩子，还有做一些
家务，这都没啥，感觉很充实。儿子给的钱我
都花不完，钱我都攒着呢，将来准备给我孙
子。”赵玉梅说，她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
赶紧结婚，给她生个大胖孙子，她想去给自己
儿子当“保姆”，一家人其乐融融地生活。

为找乐 她给别人当保姆

相较我国，欧美国家更早迈入人
口老龄化的阶段，对老年劳动人口的
关注也起步更早，其中一些做法或许
值得我国借鉴。

欧洲更倾向于从人文关怀的角度
出发，由政府关注老年群体并为之创
造就业机会，美国则更多从劳动力市
场自身规律出发，两者具有一定共
性：欧美国家在社会舆论方面营造氛
围，消除歧视，让社会、企业认识到
老年雇用的趋势与必要性，欧盟还制
定消除就业歧视法来保障老年劳动者
权益；政府、机构有意识为老年人提
供免费的就业培训，提升这一群体的
就业技能；一些国家还为老年人提供
临时性就业机会，例如德国为55岁以
上失业老人提供 30 个月的就业机会，
而法国为60个月；此外为鼓励私营企
业雇用老年人，德法等国家还对雇用
老年就业者的企业提供薪酬补贴或税
收减免的优惠。

欧美国家鼓励老人就业

■延伸阅读

王秋云（左）和路巧枝在饭店后厨边择菜边聊天。

65岁的薛志力正在清扫路面。

把孩子接回家后，赵玉梅开始做家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