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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
截至2023年底，全国有近3亿农民
工。与 10 年前相比，建筑业农民
工少了 1500 万。记者采访发现，
重体力、高收入的建筑业不再是农
民工的首选，更多人从建筑业涌向
了服务业或返乡就业。专家建议，
农民工出现就业新趋势后，相关配
套政策措施也应跟上。

8 月下旬的沈阳，暑气未消。
58岁的张军拎着水壶走在工地坑
洼的小路上，额头渗着汗珠。退休
在即，张军感慨万千，当初一同出
来干工地的七八个兄弟，如今只剩
他一人。他细数，4个大哥退休后
返乡养老，两个青壮年去了厂里打
工，还有一人转行当了快递站理货
员。

建筑工地收入高、门槛低，曾
是农民工打工首选，如今情况出现
了变化。一面是高学历青年农民
工不愿进工地，一面是大龄农民工
干不动、留不下……

张军工友的离去，正是这一变
化的真实投射。国家统计局公布
的 2023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显示，2023 年全
国农民工总量29753万人，其中建
筑业农民工占比 15.4%。相较于
2014 年 ，27395 万 农 民 工 中 有
22.3%从事建筑业，有超过1500万
人离开建筑业。

有的等退休，有的想转行

8 月 20 日天不亮，张军被疼
醒，最近他的腰椎滑脱症又犯了。
想着还有不到两年就可以退休了，
他咬咬牙翻身，半睡半醒地休息
着。如今，他是工地上年龄最大的
一个，从辽宁朝阳带他出来的包工
头赵大哥已 70 多岁、回老家带孙
子去了。

2019 年开始，全国多地发布
建筑业“清退令”，60 周岁以上男
性、50 周岁以上女性被禁止进入
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工作业。这
几年，工地招工越来越年轻化，新
来的小伙子再也不“张哥”“张叔”
叫着张军，而是唤他“张大爷”。

“现在不像我们那个时候，啥
活儿给的钱多就干啥，苦点累点都
不怕。”张军说。

早上6点，张军喷了药就准备
开工。今天他要把几处台阶抹平
赶完。如今这样的工地“零活”没
人愿意干，全包下来，平均每个月
到手4000多元。

入行 40 年，张军在工地上见
证了建筑业的辉煌。第一次上工
地时，张军才18岁，小学毕业没啥
技能，但有使不完的力气，让学啥
就学啥，力工、水泥工、架子工、钢
筋工、瓦工他都干过。

“赵大哥认识我三舅，便把我
从村里带出来打工，这一带就是半
个村的劳动力。”张军回忆说，那时
候村里拉起来的施工队有 50 多
人，如今只有12人，其中新招的只
有3人。

队伍里年长的除了张军，还有
49 岁的李洪伟。李洪伟是木工，
由于工地的活变少了，最近正想转
行去干装修。“早些年，支混凝土模
板、制作木屋盖及木门窗，工地上
的木工活可多了。这几年，变成了
在工厂造出半成品，拉到工地一拼
接就完事了，根本不需要那么多工
人了。”李洪伟说。

新生代农民工有了更多选择

4年前，闫伟离开工地转行去
送快递了。1 年后又在快递站从
事理货工作，每个月休 4 天，一天
工作6个小时，月薪4300元。

“工地包吃住，每个月到手
9000元，那时孩子还小，家里不用
我操心，可以安心在工地上赚钱。”
闫伟告诉记者，以前进工地是因为
赚钱多、花销小。但工地上，一年
才能回一次老家。如今老大上了
大学，老二上小学了，闫伟把一大
家子接到城里，一起生活。相比之
前，虽然收入少了，但他能有更多
的时间顾家、陪孩子。

如今，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找工
作不只看挣钱多少，更要看性价
比。

34岁的吴志强大专毕业后辗
转多个行业，也在工地短暂地干
过。他学的旅游管理专业，如今在
沈阳的一家环保公司做甲醛清除
工作。

吴志强的经历，正是报告公布
的全国农民工就业流向变化的一
个生动体现。2023年，有15.8%的
农民工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10
年前仅为7.3%。随着文化程度的
提升，更多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聚
集。2023 年，从事第三产业的农
民工已占总数的53.8%，其中居民
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十年间增
长近100万人。

“在家门口也能找到好工作，
为啥还要跑那么老远呢。”许新荣

和张军是老乡。家乡在振兴乡村
经济，发展特色产业。2021年后，
他没有再外出务工，留在镇上一家
食品加工厂工作。这几年电商产
业发展迅猛，家乡的白羽鸡销售骤
增，许新荣的收入稳定且可观，每
个月到手能有3800元。

根据报告，全国农民工省内流
动的比例增长至 61.8%。以辽宁
为例，由于近年来辽宁产业升级，
相当一部分产业留住了跨省打工
的农民工，“家门口找工作”已成为
新趋势。

新趋势呼唤新政策

“真干不动了，村里的自建房
还没盖完，再有两年就回村里打零
工。”张军说，他是他们村里少数坚
持在沈阳打工的务工者，更多他认
识的 50 多岁的农民工都在本市、
乡镇厂里找零活儿。

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末，全
国农民工平均年龄为43.1岁，其中
超过三成农民工年龄达到 50 岁。
本地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46.6岁，
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平均年龄为
38.9 岁。无论是受教育水平越来
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还是年龄渐
长的大龄农民工，近3亿的群体仍
然是城市发展的中坚力量。

农民工离开建筑业，这不仅是
一个数字的减少，更是社会发展和
时代变迁的缩影。年龄渐长、外出
打工的动力愈低，如何为他们提供
适合的工作岗位成了各地急需解
决的问题。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
究所所长王磊认为，农民工就业流
向的变化是各行业发展下市场选
择的体现。对此，应切实提高农民
工的劳动技能水平，让他们有能力
胜任不同行业的不同岗位，从而获
得更稳定、更高的收入。而对于农
民工“家门口找工作”的新趋势，各
地方政府应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出
台一些切实可行的支持和鼓励性
优惠政策，扩大当地农民工的就业
岗位。此外，还要治理好农民工薪
资拖欠问题。

从自身经历出发，吴志强希望
社会上向农民工提供的免费培训
多一些。有了技能，找工作会容易
不少。“只要肯学习，就算文化水平
不高，无论外出打工还是回乡就
业，都能找到出路、站稳脚跟。”吴
志强说。

来源：工人日报

【案情回顾】
2022年4月，S女士在某网站应聘甲

公司职位。所投简历写明：2015年7月
至2022年3月期间仅有4段工作经历。

2022年5月，S女士入职甲公司，同
日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并约定了试用
期。

入职后经甲公司查证，S女士在2015
年毕业后的7年时间，曾在17家公司任
职，且大多数均在试用期被辞退或离职。

故甲公司于2022年6月7日以S女
士未如实提供工作经历为由，在试用期
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并向S女士发送《辞
退通知书》，6 月 8 日 S 女士在《签收回
执》上签字确认收到上述通知书。

双方均认可S女士工作至2022年6
月10日，双方于该日解除劳动关系。S
女士请求法院判决甲公司支付违法解除
劳动关系赔偿金以及未能及时开具《离
职证明》所导致的工资损失、社会保险费
损失、住房公积金损失等。
【法院审理】

根据本案相应证据，法院审理认为
S 女士未如实提供工作经历，未遵循诚
实信用原则，违反了劳动者最基本的职
业道德，甲公司以此为由在试用期提出
解除劳动关系并无不妥。对S女士关于
甲公司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因未开具《离职证明》导致工资损失
14天，予以支持，超出期间不予支持；

要求甲公司支付租金损失、社会保
险费和住房公积金损失，于法无据，亦不
予支持。

S 女士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判决已生效。
【法官说法】

诚实信用原则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重要内容，也是劳动法领域的重
要原则。劳动者在以往工作单位的工作
起止时间以及工作经历是工作履历的一
项重要内容，应当向用人单位如实说
明。实践中，为获得优质的工作岗位，有
一些劳动者对简历进行“美化包装”，甚
至“工作经历造假”。用人单位可依据法
律规定或单位相应规章制度，与劳动者
解除劳动关系。本案告诫劳动者，在建
立或履行劳动合同的过程中，应当恪守
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同时用人单位也
应如实公布职位要求、待遇等内容，共同
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

来源：工人日报

离开建筑工地的农民工去哪了？

女子隐瞒7年内的
13份工作履历遭辞退
法院判：单位不用赔！

“履历是我的，我只是少写了一部
分，并没有对履历造假，这不能算是欺
骗！”

S 女士在法庭上“据理力争”。然
而，她却忽略了一个事实：一个人的过
往履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这个
人对新环境、新事物的适应能力，团队
合作能力等等，这些因素对于用人单位
在了解新招聘人员时有非常重要的参
考价值。

近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审理
了这样一起由隐瞒工作履历应聘引起
的劳动争议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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