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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心中最经典的书
是哪一本？

五月春风拂面来 ， 留得书香在指
间。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不久前发布了
第十二次国民阅读调查报告， 2014年我
国国民阅读率较2013年有所上升， 纸质
书、 电子书、 微阅读等多样化的阅读方
式， 已深入普通民众的生活。

这个春天 ， 你与哪本好书不期而
遇？ 哪位作家在你心头留下了烙印？ 哪
些经典是你爱不释手的枕边读物？

扫一扫上方的二维码， 讲一讲你和
书相遇的故事吧。

奖励说明 ： 我们会在所有答题者
中， 抽出10名移动幸运读者， 每人赠送
30元手机充值卡和10个积分。 欢迎所有
参与中青移动二维码调查的读者注册成

为中国青年报 “青年调查 ” 互动社区
（“青雕” 堡） 的会员， 我们将赠送10个
注册积分， 并累积您每次参与的积分，
年终进行积分兑奖活动， 届时将有大奖
哦！

“你会采用哪个控烟手势”
二维码扫码调查获奖名单

182××××1997 （河南）
188××××7262 （北京）
150××××8469 （浙江）
159××××8315 （湖北）
159××××8322 （江苏）
134××××8646 （上海）
186××××1018 （山西）
138××××2926 （福建）
134××××5469 （广东）
131××××6029 （青海）
153××××2318 （湖南）
138××××0119 （河北）
187××××1273 （湖北）
130××××2853 （福建）
132××××6860 （福建）

以上人员将每人获得20元手机充
值费。

“你怎么看劳动光荣”
二维码扫码调查获奖名单

151××××6355 （河北）
188××××6930 （福建）
182××××6952 （湖北）
139××××2056 （浙江）
189××××0036 （新疆）
135××××1167 （河南）
130××××6947 （河北）
188××××6819 （海南）
159××××7865 （福建）
186××××1317 （陕西）
以上人员将每人获得30元手机充

值费。

扫二维码

参与调查
表达意见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教研室主任郭伟和表示，
许多高龄农民工不是不想退休， 而是不敢退休， 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要给
自己挣养老钱。 “这一代人年轻的时候为改善家庭生活和孩子成长条件而
奋斗， 老了还要自己存钱养老， 真是让人非常心酸”。 许多调查研究指出，
当下高龄农民工多从事劳动条件艰苦、 劳动强度较高的第二产业或低端服
务业， 而这些工作恰巧又是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从事的。 即使高龄农民工
目前还能继续工作， 但他们也有完全老去的那一天， 到那时， 谁来填补高
龄农民工留下的空缺？

66.1%受访农民工看好未来5年国家发展
66.8%受访农民工对当前国家一系列改革表示支持，52.0%受访农民工肯定“中国梦”与个人梦想密切相关

本报记者 向 楠

在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社会发
展中， 农民工群体做出了非常特殊和重要
的贡献。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截至2014年
年末， 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 且
仍在增加之中， 比上年增长1.9%。 农民工
群体数量如此庞大， 他们的想法与行动必
将会对我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极为

重要的影响。
那么， 农民工群体如何看待未来5年

的经济社会发展呢？ 近期， 中国青年报社

会调查中心联合拥有百万会员的基层打工

者网站———大谷网， 进行了一项关于农民
工未来5年社会预期的独家调查。 结果显
示 ， 超过半数 （54.5%） 的受访农民工 ，
看好未来5年个人发展， 表示有信心通过
自己的努力来进一步改善生活。 66.1%的
受访农民工对未来5年国家发展信心的打
分在6分及以上 （满分10分）， 表现出了对
国家发展的信心。

受访农民工对现状满意度偏低

虽然受访农民工对未来表现出了一定

的信心， 但调查同时显示， 他们对当前所
处状况的满意程度较低。

调查发现， 在对自己当前生活的满意
度上， 表示满意 （包括非常满意和比较满
意） 的受访农民工仅占14.5%， 表示一般
或不好说的受访农民工占37.4%， 表示不
满意 （包括不太满意和不满意） 的受访农
民工比例最高， 占48.1%。

有35.8%的受访农民工认为， 和父母
那辈人比 ， 自己是国家发展的受益者 。
30.8%的受访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受损者 。
33.6%的受访农民工在这个问题上未明显
表态。

农民工对当前状况的不满意主要体现

在哪些方面？ 调查进一步揭示， 在个人层
面， 收入、 婚恋、 住房是当前农民工最为
焦虑的问题。 他们焦虑的其他问题还有：
就业求职与职务变动、 异地发展、 看病、

子女抚养与教育等。
在社会层面， 受访农民工则更为担心

个人信息安全 、 食品药品安全 、 社会风
气、 官员腐败、 贫富对立等问题， 认为这
些问题将会严重影响社会安全感。

受访农民工将社交媒体视

为最具可信度的信息源

在对未来5年的社会预期上， 此次调
查分为两个维度———个人层面与社会层

面。
在个人发展层面， 受访农民工对未来

5年的预期比较积极。 54.5%的受访者看好
未来5年个人发展， 表示有信心通过自己
的努力来进一步改善生活， 表示没有信心
的受访者只占23.2%。

而且， 大多数农民工仍然认为个人奋
斗、 婚姻美满、 家庭温暖等个人层面的因
素， 与未来幸福生活最为密切相关。 接下
来才是社会和谐、 国家富强、 行业有前景
等宏观层面的因素。

在社会发展层面 ， 调查结果显示 ，
39.4%的受访农民工对未来5年社会信任
度的变化持积极乐观态度 ， 认为人与人
之间的信任度会增加 。 比例仅仅比持悲
观态度的受访者 （34.1%） 高出5.3个百分
点。

调查还显示， 在他们眼中， 社交媒体
是最有可信度的信息源 （48.1%）， 获选比
例要远远高于官方媒体 （23.7%）、 党政机

关 （20.0%）、 市场化媒体 （19.7%）、 门户
网站 （19.3%） 等。

相比于社会信任度的变化， 受访农民
工对未来5年社会公平度的变化更加不乐
观。 具体而言， 只有18.3%的受访者相信
未来5年社会会变得更加公平， 24.0%的受
访者认为会更加不公平， 30.5%的受访者
认为会没有什么变化， 27.2%的受访者表
示不好说。

同时， 受访农民工还显示出了对当前
社会思想认识混乱问题的担心。 调查结果
中， 他们将伦理道德混乱 （老人倒了扶不
扶） 与社会审美混乱 （美与丑， 高雅与低
俗， 成功标准） 列为最担心的问题。 接下
来还有精神信仰 （信什么的都有， 什么都
不信的更多）， 重大历史事件的认识 （是
与非） 等。

在对未来社会问题的预测上， 调查结
果显示， 大多数受访农民工认为， 贫富分
化、 环境污染、 官员腐败、 就业、 城乡差
距等社会问题在未来5年将会更加严重 。
而官员腐败、 教育、 住房等社会问题被认
为将有所改善。

值得注意的是， 官员腐败同时被受访
农民工列为未来5年最有可能恶化和最有
可能改善的问题之一。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了受访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纠结态

度———对当前的反腐表示肯定， 对未来反
腐也产生了一定信心， 但信心并不是特别
充分， 担心同时存在。

受访农民工对现状不满，
又为何对未来抱有信心？
调查中， 受访农民工对当前的现状表

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不满。 但同时， 不论是
在个人层面还是国家发展层面， 大多数受
访农民工又表现出了相当的信心。 其中原
因何在？

调查结果中， 有这样一组数据也许能
够解释上述 “矛盾”———66.8%的受访农民
工对当前国家正在进行的一系列改革表示

支持 ， 其中表示非常支持的比例达到了
34.6%，表示不支持的比例仅为12.1%，还有
21.1%的受访者表示一般或不好说。超过半
数（52.0%）的受访农民工肯定，“中国梦”与
自己个人的梦想有着密切的关系。

基于上述数据， 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
以给出这样的解释： 正是由于看好当下正
在发生的一系列改革， 对现状不太满意的
受访农民工， 才会对未来5年自身和国家
社会的发展， 抱有相当程度的信心。

可见， 在当下的改革中， 农民工虽然
属于对现状不太满意的弱势群体， 但他们
对改革仍给予支持， 对未来仍抱有信心。
这也给我们一些提示： 在未来的改革过程
中， 应该更加重视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诉
求、 保证他们的权益， 从他们焦虑的问题
（比如收入、 婚恋、 就业） 和担心的问题
（比如个人信息安全、 社会公平 ） 改起 ，
不辜负他们对改革的期待。

不敢退休:4700万高龄农民工养老医疗谁来解决？
如今建筑业和一些低端服务业已很难招到新生代农民工，只能靠第一代农民工填补空缺，但后者年龄越来越大，难以承受重体力劳动

本报记者 向 楠

实 习 生 亓玉昆

这可能是李师傅最后一年在北京干活

了。
李师傅今年64岁， 老家在河北省张家

口市张北县农村。早在上世纪90年代，李师
傅就来到北京开始了打工生涯。直到前年，
由于年龄太大， 他开始干起环卫工人这份
工作。 由于用人单位担心员工年龄太大容
易出问题，把年龄上限定在了65岁，这也就
意味着， 李师傅明年就不能继续干这份工
作。

李师傅说， 这次 “退休” 后， 他计划
回老家种地。 对于未来， 他最担心两个问
题———养老和医疗。 “现在能挣多少是多
少， 实在干不动就只能靠子女了， 但子女
也有自己的家庭， 不能全靠他们。 在农村
生活， 吃喝都好办， 就是怕生病”。

李师傅是高龄农民工群体的典型代

表。 国家统计局 《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
调查报告》 显示， 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数
为26894万。 如果将50岁以上的农民工视
为高龄农民工， 其比重达到15.2%， 绝对
数量达4100万。

而国家统计局 4月 29日刚刚发布的
《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显示，
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 50
岁以上的农民工比重上升至17.1%， 绝对
数量高达4685万人， 接近4700万。 如此庞
大的群体， 其生存现状以及所面临的问
题， 都值得社会高度关注。

现状： 想干重活多挣钱，
但身体吃不消

如今的高龄农民工， 绝大多数是上世
纪90年代左右就外出打工的第一代农民
工。 年轻时， 他们多从事建筑等重体力劳
动。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与体力的下降，
他们不得不另谋生路。

李师傅年轻时做过饲料厂工人、 装修
木工等四五种工作， 挣得都要比现在做清
洁工多。 如今， 李师傅每天凌晨5点半就
要开始上班， 一直干到中午11点吃午饭。
下午， 一般2点上班， 5点下班， 活多的时
候还要干到7点甚至更晚 。 他每个月拿
2100元工资， 工作单位管住 （与其他11名
工友住在一间屋子）， 但不管吃。

对于目前的境况， 李师傅并没有太多
抱怨。 在他看来， 到他这个年龄， 只要能
挣钱就已经很不错了。 “我也想干挣得多
的活， 可是人老了没人愿意要”。 今年过
年， 为了拿到全额工资， 他甚至都没有请
假回老家。

因为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症， 3年内做
了两次手术 ， 家住安徽阜阳的农民工老
张 ， 身体已经大不如前 。 但他还是盼望
着， 未来能到外地或当地的建筑工地上去
打工。 “在那里干活一天就能挣好几百元
钱， 比做其他活划算多了。”

然而实际上， 老张的愿望很难实现。
由于他今年已经50多岁， 加上身体不好，

几乎所有的建筑工地都拒绝了他。 现在，
他只能在家附近的汽车站帮长途客车司机

拉客， 拉到一个人能赚上十几二十元钱。
旺季的时候， 老张一天能赚两三百元， 淡
季的时候， 也就一百元左右。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与社

会政策教研室主任郭伟和教授指出， 学界
一般将农民工群体细分为第一代农民工

（高龄农民工就属于该群体） 和第二代农
民工 （或称新生代农民工）。 两个群体虽
然都被外界视为农民工 ， 但是在人生理
想、 社会期待、 工作态度上有着很大的不
同。 体力劳动量很大且工作环境比较恶劣
的建筑业和一些低端服务业， 如今已经很
难招到第二代农民工， 只能靠吃苦耐劳精
神相对更强的第一代农民工来填补这个空

缺。 但现实中， 第一代农民工的年龄越来
越大， 已经开始难以承受重体力劳动。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近年来建筑业、
采矿业等重体力劳动工作的工资一路上

涨。 据媒体报道， 我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
告显示， 多年来， 采矿业、 交通运输业和
建筑业等 “体力型” 行业收入水平较高。
尤其是建筑业一直排在前列， 且增幅高于
各行业平均水平。 数据显示， 从事建筑业
的农民工的月均收入， 从2009年的1625元
已经涨到了2013年的2965元。

未来：养老、医疗是最担心
的两大问题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 对于未来的生
活， 大多数高龄农民工并没有太强的信
心 。 他们只是希望在眼下还能干活的时
候， 尽可能地多工作、 多赚钱。

李师傅告诉记者 ， 明年回河北老家
后 ， 趁着身体还能干 ， 他打算重操旧
业———种地。 他说， 在农村生活其实花不
了多少钱。 家里的老房子收拾收拾还能凑
合住。 老两口吃也吃不了多少， 而且很多
东西都能自己生产。 在穿衣方面， 虽然自
己舍不得买， 但孩子们时常会给买一些，
也不是大问题。 最怕的就是生病。 如今，

就算是感冒等小病， 去医院随随便便也要
花上几十上百元。 万一身体有了大毛病，
还得去大医院， 就要花更多的钱， 不但自
己承受不了， 也会给孩子们添麻烦。

李师傅有两个儿子， 都已经成家。 大
儿子一家在北京摆了一个卖早点的小摊，
二儿子在北京郊区一家锅炉厂打工。 对于
以后的养老 ， 李师傅觉得顺其自然就
好———自己能挣钱就尽量不给子女添麻

烦 ， 实在干不动了 ， 也只能靠孩子们 。
“孩子们没读什么书 ， 挣的都是辛苦钱 ，
也挣不了多少”。

和李师傅选择回家种地不同， 安徽的
老张告诉记者 ， 他宁可整天在外面打小
工， 也不愿意回家种地， 因为种地实在挣
不到钱。 老张说 ， 现在 ， 他每天在外拉
活， 妻子也在村里的火纸作坊打工， 帮人
家叠火纸。 虽然工作很脏很累， 但一天也
能挣个百十块钱。

老张有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 都已成

家， 全部在江浙地区打工。 谈到未来， 老
张表示， 他和妻子还能干十几年， 自己的
生活不是问题， 说不定还能攒下一些钱，
养老尽量不麻烦孩子们。

一些高龄农民工在发愁养老、 医疗问
题， 另一些却仍在焦虑孩子的成家、 买房
等问题。

老家在河北承德的许师傅在北京一个

建筑工地上班。 马上就要年满50岁的他，
19岁就开始出来打工 ， 在工地上干过小
工 、 木工 、 钢筋工 、 塔吊司机等多种工
作。 他告诉记者， 由于项目经理担心出事
故， 今年春节后， 工地上50岁以上的工人
大都被辞退， 已经不剩几个了。

他说， 近几年像他这样接近50岁的工
人， 很多都在为给孩子买房的问题发愁。
因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农村里流行
男孩必须要在城里有套房才能结婚 。 如
今， 一套县城的房子随随便便就要几十万
元， 为了给孩子凑这份钱， 父母们必须在

外面打工挣钱。
长期关注农民工问题的清华大学深圳

研究院博士后黄斌欢认为， 在当下， 纯粹
务农已经很难挣钱并维持体面生活。 高龄
农民工这一代人已经不太可能纯粹靠回家

种地来解决自己的养老和医疗问题， 他们
必须通过其他办法找钱。

郭伟和在研究中也发现， 许多高龄农
民工不是不想退休， 而是不敢退休， 因为
他们中的许多人要给自己挣养老钱。 “这
一代人年轻的时候为改善家庭生活和孩子

成长条件而奋斗 ， 老了还要自己存钱养
老， 真是让人非常心酸”。

谁来填补高龄农民工留

下的空缺？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章铮曾

指出， 如果将50岁视为高龄的标准， 出现
大量高龄农民工并不奇怪。 上世纪80年代
开始农村劳动力可以进城， 城镇劳动密集
型行业留下的职工几乎是清一色的青年农

民工， 这种城镇企业用 （农民） 工年轻化
的趋势持续了近20年。

他分析， 2004年爆发了全国性的民工
荒， 背后并非是缺乏农村劳动力， 而是缺
乏劳动生产率高的青年农村劳动力。 在当
前状况下， 虽然农民工的工资连年增长，
但这样的工资水平对那些想要在城市安家

落户的新一代劳动者来说 ， 吸引力仍不
够， 只有那些工作在城市、 未来会回到农
村的劳动力 （高龄农民工是典型代表） 愿
意工作。 所以说， 以高龄农民工应对民工
荒已经成为事实， 高龄农民工就业将会成
为一种新的常态。

许多调查研究已经指出， 当下高龄农
民工多从事劳动条件艰苦、 劳动强度较高
的第二产业或低端服务业， 而这些工作恰
巧又是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从事的。 即使
高龄农民工目前还能继续工作， 但他们也
有完全老去的那一天， 到那时， 谁来填补
高龄农民工留下的空缺？

郭伟和指出 ， 从我国的人口结构来
看， 未来我们将面临劳动力缺乏这一严重
问题。要应对这一问题，除了延迟退休等制
度性手段， 更重要的治本之策应该是让年
轻的劳动者、 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获得体
面的劳动条件和劳动权利， 让他们获得归
宿感和认同感，激发他们身上的创造力。

他提醒， 新生代农民工本质上已经不
同于第一代农民工 ， 他们受教育程度更
高、 更想留在城市， 维权意识和行动倾向
更为明显。 这就要求政府应该更新思维，
多从打通利益表达渠道、 降低维权成本等
角度， 去服务新生代农民工。

婚恋是受访农民工最焦虑的问题
35.9%受访农民工表示用人单位没有给自己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本报记者 向 楠

近日，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
拥有百万会员的基层打工者网站———大谷

网， 进行的一项关于农民工未来5年社会
预期的独家调查显示， 受访农民工对于现
状的满意度较低， 表示满意的受访者仅占
14.5% ， 表示不满 意的 受 访者 却占 到
48.1%。

到底是哪些因素使得受访农民工对于

现状不满意？ 对此，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
中心再次通过大谷网进行了专项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 受访农民工对于现状
的不满意主要体现在工作上 。 超过半数
（50.4%） 的受访者明确表示对当前的工作
情况不太满意或不满意， 表示满意或比较
满意的受访者仅占8.3%。

具体是什么导致了受访农民工对现状

的不满意？ 调查中， 婚恋问题的获选率最
高， 有47.8%的人选择此项， 其次是工作

劳累 （38.4%）。 其他还有未来养老、 子女
教育、 没有社保等。

调查中， 有25.5%的受访者表示， 子
女被留在老家上学。 可见， 留守儿童依然
是农民工群体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

同时， 35.9%的受访农民工明确表示，
当前所工作的用人单位没有给自己缴纳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这说明社会保障体
系特别是养老保障体系在农民工群体中的

覆盖范围还有待加强。

调查显示， 受访农民工外出务工的首
要 原 因 是 经 济 压 力 大 ， 要 挣 钱 养 家
（46.2%）， 其次是农村没有什么发展机会
（34.1%）， 排在第三位的是趁着还能干多
赚点 （23.0%）。 其他还包括： 向往城市生
活、 帮助子女上学就业等。

至于未来的去向 ， 仅9.6%的受访农
民工表示会继续在当前的岗位工作 ，
38.8%的受访农民工倾向于在城市中找更
加轻松一点的工作， 21.2%的受访者表示

将会回到农村， 30.4%的受访者没有明确
表态。

参与此次调查的农民工主要集中在

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快递业 、建筑业
等少数几个行业。其中，外出务工时间达
10年以上的受访者占16.5%， 外出务工5~
10年的受访者占24.6%，32.2%的受访者外
出务工3~5年，18.5%的受访者外出务工1~
3年， 外出务工时间不足一年的受访者占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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