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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工作：从“碰运气”到“笃悠悠”
两代春运临客列车员见证阜阳来沪打工人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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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超千万的阜阳市 ，是
闻名全国的劳务输出集散地之

一。每年，约有 300 多万人选择
在上海及长三角地区务工 ，几
乎相当于每 3 个阜阳人里就有
一个江浙沪“包邮”。

今年， 阜阳高铁站春节期
间的旅客发送量更是节节攀

升，接连打破往年纪录。在硬件
设施的不断提升下， 来沪的阜
阳“打工人”也发生了巨变。 从
外表、穿着到言谈举止，甚至是
对于找工作的那份态度， 都和
以往传统用工模式有了质的飞

跃。每年春节前后，承担铁路阜
阳春运临客的列车员们最有发

言权， 他们几乎见证了这些年
阜阳来沪“务工大军”的每一次
变化。

每三个阜阳人里
就有一个外出打工人
众所周知， 阜阳所在的皖

北地区是我国人口十分密集的

区域，同时，又是我国经济发展
较为滞后、 工业化和城镇化水
平较低的地区，大量人口外流。
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出现了民
工前往“北上广”打工的热潮，
那时， 阜阳这座城市一度成为
民工的发源地之一。

据数据统计，90 年代在上
海打工的阜阳务工人员有近

50 万人。 此后的每一年，这些
数字几乎都有增无减。 有数据
显示 ，在 2019 年之前 ，每三个
阜阳人里就有一个会选择外出

务工。
说起当年阜阳打工人的模

样，跑了 40 年铁路的汤智平最
有发言权。 身为上海铁路客运
段的一名列车长，此前的春运，
他每年都要在阜阳临客上来回

跑好几趟。
“出去时 ， 蛇皮袋里装被

子；回来时，旅行包里装票子。 ”
老汤坦言，“一点不夸张， 这就
是阜阳打工人的真实写照。 ”

每年春运， 外出务工的阜
阳人总要回家过年，于是，他们
又成为春运返乡大潮的主力

军。一到春运，铁路运能远远不
能满足返乡大潮的需求。 为了
能让在沪务工人员返乡， 春运
期间上海站会加开大量至阜阳

的临客棚车。
“当时，棚车每平方往往要

挤上 3 至 4 人， 而农民工们只
要能登车返乡过节， 就非常满
足了。 ”老汤回忆着当年跑车的
情景， 那时候逢年过节加开列
车， 阜阳肯定少不了，“别说满

员了 ， 一趟车至少 3000 个旅
客。 ”

昔日上了火车再说
出去碰碰运道
春节过后， 打工人又带着

蛇皮袋踏上了外出谋生的打工

路。
老汤清晰地记得， 那些年

的春运临客上， 从阜阳发出的
列车车厢里， 大部分都是中年
人，“那时候， 很少有年轻人愿
意出来。 ”老汤直言，因为当时
铁路发展刚起步， 往返阜阳和
上海之间必须要从蚌埠绕行 ，
路上一开就是十几个小时，“小
年轻吃不起这个苦”。

90 年代初，国家改革开放
还处在起步阶段， 初代来上海
打工的阜阳务工人员大多没有

接受过什么文化教育， 打工的
主要场所基本集中在建筑工

地。
“你看他们的穿着打扮，基

本就能知道他们干的是哪方面

的活。 ”老汤时常用自己善于观
察的能力来应对临客上的各种

事情，“那些衣服皱皱巴巴的，
大概率就是干体力活的， 穿得
稍微好一些的， 可能是做保姆
之类的。 ”

也是在那段日子， 很多阜
阳打工人随大流般地都走了出

来。其中，为数不少的都是抱着
“出来碰碰运道”的心态就上了
火车。

“不少人其实根本就还没
找到工作， 都是买张火车票出
来看看的。 ”老汤直言，那时候
来上海打工的基本也就是农忙

之后出来打点零工 ，“要是不
行， 他们就会再买张票跑去别
的地方看看。 ”

也是在那段日子里， 铁路
开启了送岗位进车厢的 “春风
行动”，甚至还有直接将招聘会
搬到火车站广场上的。 目的就
是能让那些从阜阳等务工输出

大省出来的打工人早一点找到

工作岗位，实现从“出站口”到
“厂门口”的无缝衔接。

如今坐着高铁
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多了
自从阜阳通高铁后， 变化

就很明显了。 两条高铁相继开
通，阜阳与上海、合肥、南京和
郑州等地相连通， 外出务工的
人员结构开始出现改变。 尤其
是在今年过年后， 显得特别明
显。

今年，在阜阳高铁站，节后
连着多天旅客发送量都创了新

纪录， 目的地基本都为上海及
长三角地区。 在阜阳前往上海
的 G7446 次列车上， 春运期间
天天增开，趟趟满员，每班列车
都能荷载 1005 名旅客抵沪。

用工变化最直接的体现就

在往返阜阳和上海两地的高铁

车厢里。 “现在的车厢里已经很
少再出现蛇皮袋这个东西了。 ”
上海铁路客运段的陈蕾直言。

作为阜阳高铁列车上的一

名乘务员，在她看来，如今阜阳
外出务工的人员不仅年龄层趋

向于年轻化， 而且穿着打扮也
变得时髦了许多。

“车厢里 60%都是小年轻，
大家几乎都是人手一个拉杆

箱。 ”这是陈蕾印象最深刻的，
包括手机、 笔记本、IPAD 等电
子产品也随处可见，“很难得才
能看见一两个中年打工人 ，随
身物品里鲜有以前不离身的锅

碗瓢盆了。 ”

从体力到脑力
务工岗位多元了
除了穿着打扮， 常年在春

节后发挥作用的铁路“送岗位”
服务也有了质的变化。 记者在
今年提供的岗位种类上就明显

感觉到， 曾经很受欢迎的体力
型岗位变得鲜有人问津， 取而
代之的是包括电工、仓储管理、
酒店前台等更需要一定沟通能

力、 动手技能等在内的技术工
种。

相应变化的还有这些岗位

带来的工资福利待遇。 记者发
现， 部分岗位开出的薪资条件
都达到了每月万元，甚至更高。

即便条件优渥， 但咨询的
人却不像之前那么多了。 “就是
明显感觉到， 大家不是那么着
急了， 好像送岗位这种服务不
‘吃香’了。 ”陈蕾告诉记者。

原来， 相比多年前 “先外
出， 再务工” 的传统阜阳打工
人，如今的这个劳务输出大省，
外出输送更多的是“定向”打工
人，其中还不乏一些创业者，一
切都变得更为“体面”。

年近五十的杨先生是安徽

阜阳当地一家农副产品集团的

负责人。这两年，公司与上海知
名连锁超市以及蔬菜集团都建

立了合作关系， 一年仅番茄的
销售量就达到了 500 万公斤。

自从阜阳开通高铁后 ，公
司还在上海成立了商务中心和

分拣中心， 越来越多的阜阳特
色农产品从这里 “登陆” 上海
滩。在输送物资的同时，劳动力
也同步输出， 很多阜阳当地的
劳动力搭乘着阜阳高铁， 在两
地互融互通。

数据显示，目前，阜阳面向
长三角市场的年销售农副产品

和农产品加工品已经超过了

450 亿元， 长三角绿色农产品
生产加工供应示范基地发展数

也接近了百个。
近年来，在高铁的支撑下，

700 公里外、 面积接近其两倍
的阜阳为上海 “腾笼换鸟”、外
延发展提供了广阔腹地。比如，
上海徐汇区与阜阳市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推动两地产业互补；
上海市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

与阜阳市政府签订合作协议 ，
在阜合现代产业园区谋划建设

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阜阳分

区；“虹桥品汇” 阜阳分中心开
业运营，实现“不出阜阳，可购
全球”。

在隶属安徽阜阳的颍上

县，距颍上北站 10 公里的经济
开发区也在与上海的一些园区

密切沟通，探索以“飞地经济”
等方式合作共建科技创新产业

园， 打造成长三角一体化深度
合作的示范区。

从之前出去“碰碰运气”找
临工，到如今“笃笃悠悠”下车
去上班， 两代春运临客列车员
见证的不仅是阜阳来沪打工人

的变化， 更是新时代经济发展
下的用工结构调整的缩影。

车厢里穿着时髦的年轻人多起来了。。 ■■受访对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