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深读CE HUA 策划2012年1月18日 星期三
编辑 俞宝强 组版 唐玉梅 校对仕明

在漳州明发商业广场在建工

地，记者遇到了一个以安徽农民

工为主的装修班组。阜阳人张志

华是其中一员，在福建打拼十几

年了，他已经是装修班组的组长。

明发商业广场由安徽安超建

设公司承建四分之一的工程量，

安超公司安排了200名工人，而其

中就有 120名安徽籍农民工。据

该工地项目经理张贵舟介绍，安

徽籍民工主要从事装修工程，以

肥东人居多，但现在已回去了一

部分。

今年49岁的张志华老家在阜

阳，但已搬至合肥数年，他出来打

工已经有十多年，已经三四年没

回过安徽了。

“主要是交通太拥挤，坐卧铺

时间也太长，所以把全家都接到

漳州来一起过年。另外，工期也

很紧，今年8月31号要竣工，现在

我们都在抢时间。”张志华说。

“我们队会安排人一批批地回

老家。正月十五是小年，等出行人

不太多时，安排他们一批批回家，

我现在就是希望他们能平平安安

回家，干了一年能多带点钱回家。

这是厦门经济特区，要想有所作为

并且能挣到钱，不做出牺牲怎么可

能？”通过自身经历来激励工人，张

志华认为效果很好。

张志华说，他的两个女儿都大

了，电话里提出让他回家过年，但

他是班长，怎么可能丢下其他的农

民工兄弟，自己跑回家呢？于是干

脆动员她们都来厦门团聚。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厦

门，以四川、贵州和江西籍农民

工居多，安徽农民工只占其中

的一部分。“安徽的农民工虽然

少，但仍遍布了各个建筑工地，

大家对他们都有吃苦耐劳本分

的印象。”厦门市华恒意建筑劳

务公司总经理毛云华说。

合肥建委厦门办事处梁英

生主任告诉记者，在厦门，有安

徽省三建和安超建筑等多家建

筑公司，安徽公司一直很注重

用工管理，从不拖欠农民工工

资，今年年底更加注重结算，分

公司领导全部在岗处理所有问

题。辛苦了一年，让回家过年

的和留守工地的，过年都有一

份好心情。“临近春节了，食堂

里每天也增加了好几道菜，都

是免费供应给留守的农民工。”

梁主任说。

为解决农民工的思乡之

情，每年的中秋节和春节，安徽

三建公司都会组织留守工地的

农民工举行“博饼”游戏。“我们

需要的是人性化管理。”

“博饼”是厦门人几百年

来独有的传统活动，传说博

饼是郑成功屯兵厦门时为解

士兵的中秋相思之情、激励

鼓舞士气而发明的，规则是

只有在大瓷碗里掷骰子掷出

特定的点数，才能拿到相应

的礼品。

这个年简单过一下就行了
记者走近皖籍厦门农民工：渴望家乡的年味

1 月 13 日厦门，细雨蒙

蒙。1月14日，转为中雨。在

安徽三建公司位于厦门市在

建的高楼工地上，一群安徽籍

农民工仍在紧张忙碌着。年

关将至，因为赶工期，一批农

民工兄弟不得不留下来。但

为了能与亲人团聚，有的农民

工将家人接到工地过年。

“想家，尽管有亲人在一

起，但在厦门过年少了家乡

的年味。”日前，记者在厦门

走近了这群农民工，感知他

们在参与厦门大建设中的点

点滴滴。

1 月 12 日上午，记者来到安

徽三建厦门明发半岛祥湾在建工

地，偌大的工地上，几十名农民工

正在干活。施工现场，升降机在

不停地运作，一派忙碌的景象。

“很多农民工都回家了，最多时工

地上有800多农民工，现在工地上

只有100多名留守人员，因为要赶

工期，有一部分工程进度必须赶

上。”项目经理吴德锋说。

工地在建的一栋楼旁，记者看

到一名工人正在“打砂浆”。有三

名农民工拎着大包小包从他身边

经过，“你真不打算回家过年了？”

“现在想回去，但临时买票

难，明年提前买票吧。”正在干活

的工人回答说。

同行的合肥市建委厦门办事

处主任梁英生，是安徽三建厦门

分公司的党支部书记，他对该工

地的情况十分清楚，近16万平方

米的建筑项目，于2010年 12月 15

日开工，再过几个月就必须交付

验收，因此工期十分紧。

厦门明发半岛祥湾在建工地

25号楼。

25岁的罗志军蹲在二楼的钢

架构的木梯上，擦洗外墙瓷砖上

的砂浆。而站在他旁边的，是他

的母亲刘琴，他们的老家在六安。

父亲傅强在厦门的另一个工

地。一家人住在半岛祥湾工地的

工人生活区。罗志军已经结婚生

了孩子，老婆在家带孩子，他和母

亲每天早晨5点40分就要起床，

吃了饭就赶早做工，一直干到中

午12点。

中午 12点左右，工人们纷纷

乘坐升降机下楼吃饭。罗志军

和母亲回到“工人之家”，儿媳妇

已经把饭菜做好。在安徽三建

工地，专门安排有单间供一家人

居住。

“3月15号要竣工，工期非常

紧，我们几个都在这，就不准备回

家了。”刘琴说。“等几天，我们就

去买点年货，这个年简单过一下

就行了，不可能有老家过年那么

热闹，想要的还是家乡的年味。”

“老家还有个女儿，我想把

她培养出来，让她多读书，像我

们这样打工这么累挣钱这么难，

以后不像我们打工这么辛苦。”

刘琴说。

一年两次的“博饼”游戏

繁忙工地与回家的脚步

五口之家的春节预备

把家人接来一起过年

春节留守工地的母子俩

临近春节了，工地食堂增加了好几道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