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纪90年代初，从农村外出到城市务工成为一股

风潮。随着时代变迁，如今，“80后”“90后”“00后”新生

代打工者拥有更加丰富和多元的就业机会，新鲜的工种、

体面的劳动成为他们的热门选择。这是新生代打工者对

于自己的全新认知。来到城市，这些“打工人”工作学习

生活情况如何？观念有着怎样的变化？如何朝着梦想奋

斗？近日，记者对这些“打工人”进行了访谈。

（一）

社会不断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对于新生代打工者

来说也是如此。他们是奋斗者，用努力和辛苦换来了幸

福的生活，今年27岁的宋丽红就是其中之一。

“我大专毕业之后就留在长春工作了，这期间换了一

次工作，现在这个工作已经干了快3年了。”作为一名“90

后”，宋丽红很能吃苦，大专毕业后就立志不再花家里的

钱，要靠自己养活自己。“我老家在白城，父母都是农民，

家里还有一个妹妹，这么多年就靠父母种地供我和妹妹

上学，太辛苦了，而且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的身体也不如

以前了，我就想着毕业了赶紧去工作赚钱，就算不能补贴

家里，也一定要养活自己。”

刚毕业时，宋丽红找到了一份市场营销的工作，虽然

薪水不高，但是她却十分满足。“当时实习期工资只有

2000多元，公司提供宿舍，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但是也勉强

够用，后来实习期过了就有3000多元工资，干得好还有

奖金。”

虽然年轻，但是宋丽红身上有着一股肯吃苦的劲儿，

对于工作中的辛苦没有任何怨言，积累了不少工作经

验。后来，宋丽红的老乡介绍她去另一家待遇更好的土

特产销售公司，她便跳了槽。“我们村很多人都在长春打

工，正好有个姐姐说她们公司缺个做市场营销的，想找个

有经验的，就联系了我，我一看待遇挺好，想着老乡也能

有个照应，就去了。”

现如今，宋丽红工作稳定，在公司当了小组经理，她

还利用业余时间做起了副业——水果批发代理，每天都

在微信朋友圈卖一些水果，也能有一笔收入。现在，宋丽

红的副业每个月能额外带来将近1000元的收入，这让她

十分满意。“现在还有一个朋友想让我做代理，她是卖滋

补品的，但是我还没想好，怕自己忙不过来，我不想影响

到本职工作。”

外出打拼多年，宋丽红一步一个脚印，凭借着自己的

努力在长春站稳了脚跟。下一步，她打算攒点钱贷款买

房，让自己真正扎根在这里。“这么多年我一直租房子，每

个月房租也得1000多元，还不如贷款买房，月供也就一

两千。我想先买个小的一室一厅的房子，五六十平方米

就够用了，等以后挣更多钱了再卖了换个大的，争取把我

父母接过来！”对于自己的未来，宋丽红信心满满。

（二）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成长于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的时

代，新生代打工者面临着与上一代打工者全然不同的择业

环境。不同于一个工种干十几年、挣够了钱就回老家的上

一辈，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上都接受过一定的教育，与互

联网一起长大，对城市有着天然的亲切感，也更愿意去尝

试新生事物。

收快递、确认顾客的订单信息、扫码查件是在长春新

区一家快递驿站上班的徐丹的工作，因为店面同时还作为

超市经营，她每天还“兼职”清点货物和收银的活儿，忙得

不亦乐乎。

今年26岁的徐丹老家在农安县开安镇西沟村，中

专毕业后跟同学一起去了南方工厂当工人，去年谈了男

朋友，俩人商量好结婚后在老家生活，所以回长春找了

工作。

“因为学历不够，以前我出去打工都是进工厂在流水

线上作业，每天都被繁重的工作任务捆绑着，总是一成不

变，感觉生活没有目标。我和男朋友聊天的时候，说起以

后的生活，都觉得不能一辈子就在工厂打工，应该趁着年

轻，重新树立目标努力一把，不能辜负了好时光。”徐丹说，

这几年长春发展得很好，工作机会也多，他们俩干过保险、

进过商贸公司做过销售员、去过饭店做过服务员、还做过

公交车司机和外卖骑手，最后他们决定从事物流快递行

业。

“我们俩的学历都不高，也没有一技之长，以前也想过

去职校重新学习，可在工厂上班，没时间也没精力学习，更

没条件脱产学习。而快递员门槛低，工作自由度高，只要

能吃苦，挣得挺多的。不过我俩不愿意只送快递，也在找

别的发展方向，租个房子开超市和快递驿站是我们当前的

目标。”徐丹告诉记者，“前几年我俩也攒了点钱，家里也会

支援一些，我们已经相中了一个新小区的店面，那附近入

住率还没上来，就一个小超市，还没有快递点，回头我们过

去了就能抢占先机，压力也会小很多。”

在采访中徐丹表示，和她同龄的，以前一起在工厂、工

地打工的人大多有跳槽或是回乡创业的想法，住宿餐饮、

建筑行业、仓储运输、纺织制造等行业的新生代打工者正

在逐渐减少，年轻的外出务工人员更愿意从事电商直播、

短视频制作、快递外卖等工作。徐丹表示：“现在互联网很

发达，直播卖货虽然不像前两年那么火了，但做直播门槛

没那么高，房租、设备等前期投入也不是很多，所以从业的

人还是不少的。但因为门槛低竞争也大，所以有远见的年

轻人其实还是渴望获得职业技能培训的机会，渴望有一技

之长。”

（三）

产业的升级，倒逼技能提升，这就要求新生代打工者

加快向技能型、知识型转型。代际更迭，与父辈相比，新生

代打工者对职业发展有更高的期待，职业的磨砺让他们不

断成熟。在城市生活中，他们不断追求着自我价值的提

升。

“想要获得成功就得时刻注意提升自我、主动学习。”

今年31岁的陈振宇从农村老家来到长春工作已经有8年

时间了，他从企业文员做起，当过销售员、研究助理、运营

总监，每一步都走得很踏实。“以前农民出来打工，除了有

手艺的，其他大多是从事体力劳动，等到年纪大了就回农

村老家养老。但现在不一样了，我们这一代进城打工的人

长期工作生活在城市，都期望找个好工作、有长远的发展，

融入城市的愿望强烈。这就要求我们能够有一技之长，能

在工作中独当一面，所以我们迫切希望有更多提升自己的

机会。”他觉得，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在这方面的诉求很

迫切和强烈，而随着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

高，职业能力培训提高的机会会越来越多。

（四）

今年31岁的杨磊是长春市奔跑兔商贸有限公司的一

名骑手，也是美团外卖在长春的代理公司中数一数二的

“单王”。凭着一股子能拼、能吃苦的精神，杨磊在成为“美

团外卖小哥”两年多的时间里，从一名普通骑手成长为外

卖站长。杨磊的老家在扶余市的农村，从事骑手行业后他

很快便在长春买了房和车，让许多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同

龄人都颇为羡慕。

读高二那年，杨磊去河北当了兵，5年的军旅生涯让他

身上有股永不服输的韧劲儿。刚退伍那会儿，他在老家学

过做蛋糕，还承包过宾馆，和妻子到长春开过小超市，虽然

也赚了点钱，但都因不适合自己或者行情逐渐变差而终止

了。

2018年，杨磊当了父亲。小两口在长春北湖附近租了

房子。一天，杨磊在楼下遛弯儿时遇到了一位骑车送外卖

的老大哥，随口一打听工资，得知每月能挣七八千元，杨磊

没想太多，就去了老大哥说的外卖站点，2019年12月，他

入行了。

“我记道儿还行，但是刚开始干的时候也分不清东

南西北，哪也找不着。”杨磊初涉外卖行业的窘况，是每

位新骑手都面临的。有了家，有了娃，杨磊的干劲儿更

足了，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他就买了房子，第二年又买

了车。冬天时，杨磊的最高纪录是月赚1.5万余元。因

为能吃苦，杨磊最多一天干了16个小时，最高峰一天接

了 125 单。因为工作出色，颇受领导赏识的杨磊，在

2021年 11月成为长春市奔跑兔商贸有限公司北湖三站

的站长。

现在杨磊的站里有50多位骑手，超过70%都是从农村

走出来的年轻人。杨磊说，这两年一些行业受到疫情影

响，但通过切身感受，他觉得外卖行业非但没有受到影响，

还始终处于上升趋势，招聘的骑手也更多了。在他看来，

这是个朝阳行业，让和他一样的年轻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

力，赚到可以媲美“白领”的工资。

（五）

随着城乡融合发展、生活条件提升，外出打工的年轻

人少了养家糊口的压力，外出就业的动机已从“改善生活”

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年轻人也更愿意去“试

错”。“时代变了，我们不一样。”采访中，不少新生代“农民

工”不愿意用“农民工”来定义自己，他们觉得同样是努力

工作、努力赚钱，自己和城里人一样，都是新时代的“打工

人”。

“都说我们是吃不了苦的一代人，我觉着不能急着给

我们这些新时代的打工人‘贴标签’。”35岁的张立林是一

位专业瓷砖美缝工。他告诉记者，每天的工作要从早上七

点多干到晚上九十点钟，很多时候吃饭都是对付一口，即

便这份职业很辛苦，但工资很高，几年下来，买了一辆面包

车，自己还攒了一笔钱。

“我爸妈很早就来长春务工了，他们干的都是力气

活。我爸干过力工，就是背沙子凿墙之类的，后来还在建

筑工地干过；我妈跟一个同村来的一起干刮大白。我很早

就从村里出来到长春跟着我爸妈干了，以前跟我爸在工地

里干，后来觉得没啥发展前途，就想着学点手艺，一技傍身

到啥时候都能吃上饭。起先到修车店做小工，干了一阵子

觉得不适合自己，后来我爸工友说瓷砖美缝这个工种挺

好，于是我就跟着师傅学技术，开始也是当小工，慢慢有了

经验，就开始自己单干。”

如今，张立林不仅找到了适合的工作，还在长春结婚

安家了。“现在我和媳妇俩人一起干美缝，她比我小几岁，

也是从村里出来打工的，我俩凭着汗水与努力在长春这座

城市安了家，曾经的我们可能有着很高的期盼，但在真实

的务工生活里，我们学会了吃苦、学会了奋斗、学会了不断

调整自己，我觉得我们小两口的明天会更好！”张立林说，

对于他们这些奋斗在城里的打工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做好

当下的自己，做好当下的事，只要肯努力，就会在城市找到

自己的一席之地。

正如这些新生代“打工人”所说，他们见证着亲历着

长春这座城市的变迁与发展，他们的成长也汇入了长春

的成长中……

打工者：心怀梦想拥抱都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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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惑我来解疑惑我来解，，烦恼烦恼
我来排我来排。。深度挖掘新深度挖掘新
闻细节闻细节，，全面剖析事实全面剖析事实
真相真相，，为您澄清谬误为您澄清谬误。。

扫一扫扫一扫，，加入我加入我
们们，，私信我们私信我们，，共同关共同关
注身边的社会热点问注身边的社会热点问
题题。。

在生产一线忙碌着的产业工人迎来了职业发展的春天。图为公主岭市东
元产业园生产车间。

打工者与城市共
同 成 长 、相 互 成 就 。
图为吉林省万和光电
集 团 厂 房 里 ，工 人 们
在生产线上熟练操作
的镜头。

新生代打工者掌握着高精尖的技术，他们的舞台更广阔，梦想也更现实。
图为中交一航局长春环线项目施工现场的打工人。

长春国际经济贸易职业学校倡导“适合的教育”，即以学生为本的教育，激发出每一个独特个体内心的智能，让学生
在步入社会前，做好一名新时代打工人的功课。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吴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