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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您在农工办工作这么多年，

想问下近年来，至上海的务工人员数

量是多少？青年人在其中所占比例

如何？

赵：上海来沪务工的人数基本保
持稳定。在单位登记就业的，非沪非
城镇的务工数量，大约在 400 万左
右。务工人员主要遍布在制造、服务
和建筑业。据数据，30岁以下的年轻
一代接近总人数一半。到上海务工的
人员年龄年轻化，成为了发展的趋势。

记：到沪的务工人员除了年轻

化，还有哪些特征呢？

赵：你刚提到了第一个年轻化的
特征，即他们都是新生代的农民工。
第二个特点是他们的文化水平和技
能基础比上一代高，基本接受过初中
以上的教育，以职业院校居多。第三
个就是他们打工的目的不一样，由之
前的想挣钱，想改变家乡面貌，到现

在的“想改变人生轨迹”。
第四点就是现在的务工人员诉求

不一样。他们希望体面就业，找到有
技术含量的岗位就业，从而学到技能，
为能在城市继续发展打好基础。所以
现在出现一个现象：务工人员难找到
心仪的工作，但公司却招不到普通流
水线上的工人。这也催生了第五个特
点：新生代想当白领，做管理层的工
作。这其中也有不少务工人员在积累
经验后选择自己开店或创业。

第六个特点，就是有在城里成家
扎根立足的诉求。第七就是他们的
社交圈还没有打开，主要是在老乡、
同学群体里。第八是，他们面临着结
婚生育、子女上学等现实问题。

所以，除了给他们就业岗位，职业
技能培训也相当重要，是通向自己实
现中国梦的重要途径。只有技能上去
了，才能更好地在城市里生存发展。

上周，由团市委牵头举办的第九届上海市优秀进城务
工青年（标兵）评选结束，评选结果出炉后，青年报记者独
家采访了本次活动评委之一、上海市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副主任赵建德，了解近年上海市务工人员的现状与
发展趋势。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晓颖

市农工办副主任赵建德谈来沪务工青年现状与发展

他们更年轻，更聪明，更会思考

记：想问下，近年来务工者在上

海打拼时遇到哪些新的问题呢？

赵：不同以往，新生代的务工人
员到大城市打拼，很少带孩子。如此
一来，留守儿童就出现了。另外，在
上海打拼的父母，他们的房子在哪
里，户籍是否能解决，孩子在哪里读
书，都是一个个问题。未婚的务工
者，则因为社交圈狭小的原因，很难
真正通过接触本地人，快速融入上
海。其实他们是愿意和更多当地青
年打成一片的，可是机会少。近年来
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也组织了很多文
化建设以及线下活动，给他们打开社
交圈的机会。

记：您刚提到了文化建设，可具

体介绍下我们对应的工作吗？

赵：老一代的文化是打牌喝酒，
看看电视就不错了。新生代的务工
人员则是选择上网，玩游戏。他们也
要追星，也要看电影，也有对文化生
活的需求。这就更需要我们引导。

这几年我们联合工青妇、宣传部、
文广局，为他们推出很多文化活动。

卡拉OK比赛、节假日免费电影，都是重
要的抓手。现在还有“两看一上”，就
是提供免费阅览室看书看报，免费休
息室看电视，还有免费 Wifi 可以上
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工人俱乐部，
青年中心，也全部向外来农民工开放。

记：今后我们针对进城务工人员

工作，发展的思路与方向是什么？

赵：以前农工办做维权比较多，
今后可能将工作转移到新生代的文
化建设。希望之后会与团市委有更
多合作，搭建更大更广的社交平台，
为务工人员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真
正融入城市。

下一步还希望针对新生代的特
点，动员社会，鼓励企业，多关爱他
们，多给农民工开展心理咨询。我们
希望建立心理咨询室，给他们通道，
让其宣泄，不要去发泄。

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人的
城镇化，让人融入到城市里。希望农
民工可以通过活动自觉融入，为城市
发展担心，为城市发展贡献。让城市
接纳他们，成为城市建设的一员。

记：您连续两届作为评委参与上

海市优秀进城务工青年（标兵）工作，

你总体感受是什么？

赵：在上海人眼中，对外来务工
人员可能会“另眼相看”，但现在，我
们应该对他们“刮目相看”。这些优
秀青年候选人背后是400万的外来
务工人员。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优
秀务工青年中，近两年出现了更多的
高技能人员。培养技术人才是我们
上海的技能服务业发展的方向，因为
社会不仅需要高层次领军人才，还需
要一大批具有一定技能，或者较高技
能的劳动者。此次参评的务工青年
本身就有技术基础，加上近年来上海
对外来务工青年的补贴培训力度越
来越大，他们专业技能明显得到了提

高。对此我也是兴奋且激动，证明我
们的培训是有效果的。

记：在今年评选时,你也听到了

很多优秀青年候选人的故事，有哪些

切身的感受呢？

赵:今年的评选人中，我个人感觉
创业者明显增多了。这些青年通过
在上海打工、积累经验，再去自己创
业。祁颖莹、黄芳都是很好的例子。
创业一路很艰难，但是他们很坚韧。

评选中也遇到了很多脚踏实地
的工人，比如光明集团种蔬菜的顾大
国，他脚踏实地地钻研，培育出优质
的西兰花。还有机场集团的消防队
员管昌盛，勤勤恳恳地坚守在岗位
上。没有这些朴素的外来青年盯着，
哪来上海的安全。

记：您刚提到，和老一代相比，新

生代进城务工者找工作更“挑剔”，对

薪资要求更高，对此您怎么看？政府

部门如何引导他们顺利就业呢？

赵：在我看来这是好事。新生代
的进城务工人员不同于老一代“看到
什么能赚钱就做什么”。他们会为自
己的工作产生思考，或想寻求经验，
或想学到本事，或者就想赚到几万块
钱回老家。这其实相当于有个模糊
的职业规划。

进城务工者一直在自主就业和市
场就业的环境中。想去做什么工作是
他们的权利。我们只能影响，不能限
制。在市区各个地方都有面向全市的
职业介绍中心，如果他们遇到问题，会
找我们。另外，有高要求的务工人员
到市场后，会被市场“再教育”。市场
会告诉能力不足却有高要求的务工

者，挑剔是不现实的。回过头来，他会
去再思考，是否该提升自己的专业技
能，以迎合市场需求？所以这是好事，
一方面引起他们思考，另一方面我们
提供职业咨询和专业培训。

我们每年春节前后，会有为期一
个月的“春风行动”招聘会，专门为进
城务工人员开设，给他们提供更多工
作机会。

记：那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提升

技能的培训，人社局实施了哪些具体

的措施呢？

赵：我们一直希望给在上海打拼
的务工人员提供学习的通道和发展平
台。对进城务工青年来说，以前培训
成本太高，多数人不愿意培训。近年
来政府有培训补贴，符合条件的务工
人员可以与拥有上海城镇户口的居民
一视同仁，享受培训补贴政策。

诉求 来沪务工青年希望体面就业

就业 不在乎赚钱而在乎学本事

趋势 上海人应该对他们“刮目相看”

建设 创造机会让他们融入当地青年

青年报记者专访市农工办副主任赵建德。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