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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娜
“离开农村，做个城市人，才是成功！ ”

———不知从何时起，这个逻辑框住了根植于
土地的庄稼人，似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
已成为必须逃离的苦难，似乎融入城市的车
水马龙与霓虹璀璨，理应是成功的标志。 对
此，36 岁的罗强备受其困。

在城市里打拼 20 年后， 罗强带着满腹
的田园蓝图回乡，却遭遇了懂事以来最大的
打击：因不满其携妻儿放弃城市生活回到农
村，父亲将他推出家门，甚至放狠话称要断绝
父子关系。

“是不是进城就一定意味着成功？ 是不
是做农民就一定没有出路？ ”像是询问，却又
不等他人回答，罗强马上摇头否定：“不是这
样的，我相信自己的选择，未来还会有更多像
我一样的年轻人回到生养的土地， 再造乡村
田园。 ”

城市老板立志“新农人”

四川省宜宾县喜捷镇新河村， 是罗强的

老家所在。虽然出生在农民家庭，但勤劳的父
母仍尽最大努力给了他优越的生活， 希望罗
强“好好读书，考上大学，扎根城市”。 16 岁那
年，罗强萌生了与父亲一样的城市梦，却等不
及知识改变命运的“慢速列车”，偷偷制定了
从农村到城市的“逃跑计划”。

1996 年起， 罗强先是在重庆做美发学
徒、 独立开店，2008 年以后又返回老家经营
了一家房产中介公司， 随着经济条件一步步
殷实， 他成为村里第一位开小汽车回家的老
板，也在宜宾县最好的地段购买了房产，进而
成了名副其实的“城里人”。

“可我不觉得有多欣喜。 ”对于自己在外
打拼得来的一切， 罗强并不掩饰从中获得的
成就感，但伴随而来的也有空虚感，他自嘲在
城市适应 20 年，依旧水土不服，“人到中年愈
发思乡，‘根’在那里，朋友都在那里。 ”

2015 年， 喜捷镇打造宜宾县旅游环线，
重点发展乡村旅游产业， 从商多年的罗强敏
锐嗅出商机。他思量再三，开始清理转手城市
里的生意，注册成立家庭农场，还加入了老家
的水果专业合作社，“想好了， 回村里做一名
‘新农人’， 搞一些与父辈祖辈刀耕火种不一

样的乡村经济。 ”
今年春节，罗强“打包”带着妻女正式回

乡。可未曾想，听闻他做了这样违背常理的重
大决定，65 岁的老罗不干了， 一场旷日持久
的父子对抗就此展开。

父亲恨铁不成钢欲断亲

“好不容易在城市落脚，为啥要回农村，
而且还是回来种地！ ”这一次，老罗真的动了
怒。在长达三个月的冷战后，罗父向派出所申
请与儿子进行分户，并放出狠话，如果罗强不
改变主意，就与其断绝父子关系。

20 年前，罗强的弃学出走，一度让他寄
托于儿子身上的进城梦成为泡影。 原本他期
望从罗强开始， 老罗家的每代人都能够体面
地生活在城市里， 而不仅是做一名漂泊的打
工者。他懊恼于儿子当年的选择，甚至有长达
三年时间赌气不与罗强往来， 但随着罗强在
外地逐渐有所起色，并在城市安家落户，父子
之间的心结日渐打开。

“不管走哪条路，好歹算进城了，现在反
倒要回家当农民。 ”提起这件事，老罗就火冒

三丈， 满心的恨铁不成钢，“现在哪还有年轻
人选择务农，窝在地里一年到头能赚多少钱？
真是脑袋有问题，没出息！ ”

“父母都希望孩子好， 我理解父亲的苦
心。 ”对于父亲的冷言冷语和长期冷战，罗强
始终保持沉默。春节过后，他每天清晨都带着
妻子和女儿进果园修剪果树， 由于父亲拒绝
他们在老家留宿， 罗强只能开车在城市与乡
村间往返奔波，“万事开头难， 总有一天父亲
会懂我！ ”

坚信回乡创业大有可为

罗强下定决心要把“农民”做到底。 按照
计划， 他打算先接手父亲的 30 亩果园和苗
圃，争取三年内把果园规模扩大至 300 亩以
上，再兴建鱼塘养鱼，养跑山羊、跑山鸡和糖
蜂，形成农林牧一体的观光农业，再通过借
助互联网平台把家乡的水果和蜂蜜销往各
地， 实现两条腿走路，“告别传统的刀耕火
种，把现代的农业思维带到乡村，是我最初
的想法”。

其实，回乡创业对罗强而言，还有着另一

层更为深刻的意义。 新河村距离宜宾县城只
有 20 公里的路程， 但他发现尽管时隔多年，
家乡的路、 家乡的景与过去相比并无更多改
变，“空心化” 的乡村甚至失去了儿时记忆里
的生气，“背井离乡的城市生活真的是我们想
要的吗？我们的成功，是否又一定要以逃离土
地、放弃家乡为代价来换取？ ”

“土地就是农民的黄金，我坚信在故乡
创业大有可为。 ”罗强说，乡村发展的转型
升级与再造需要新生力量， 他想成为村里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如果成功了，他希望
吸引带动更多青壮年，共同发展家乡。 对于
罗强的这些想法，老罗至今仍难以理解，无
法接受，总是摇头。 罗强最终放弃了解释，
选择沉默。

“城市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
灯；城市不是我想象的黄金天堂，那里没有
当初我的梦想， 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
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 罗强若有所
思地哼唱起 《鹿港小镇 》这首歌 ，他说当年
从农村只身闯进城市其实只用了几个小
时，但做出从城市回到农村的决定，却用了
整整 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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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进城就一定意味着成功？ 是不是做农民就一定没有出路？ 在城里打拼
20年后，罗强回乡创业，却遭遇老父“断亲”的怒火……

重庆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
最高可享 15 万元贷款

据华龙网 3 月 22 日报道，重庆市出
台了 《促进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实施
方案》，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其中，农
民工返乡创业最高可获 15 万元创业担
保贷款。

【点评】 农民工返乡创业不仅可以
实现自己的致富梦， 还可能带动当地的
富余劳动力就业，但创业需要启动资金，
这就需要地方政府予以扶持， 帮助农民
工顺利贷款。创业有风险，这就需要地方
政府予以引导，让农民工合理选择项目。
可以说，重庆此次出台方案，将这两方面
问题都考虑了进去。例如，在都市功能核
心，重点发展金融服务，商贸、文化创意、
都市旅游、餐饮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项目。
另外，方案还提出，将充分利用创业服务
企业、电子商务平台，帮助返乡创业农民
工解决企业开办、经营、发展过程中遇到
的经验不足、资源不足等难题。

农民工买房遇三大问题
最关心进城后待遇

据《齐鲁晚报》3 月 21 日报道，农民工
进城买房会遇到普遍性的三个问题：村里
宅基地上都有房子，但是这些房子现在没
法抵押， 这就很难筹到足够的首付款；多
数农民工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银行贷
款会受到影响。 此外，农民工最为关心的
问题是，进城后，他们能不能跟城里人享受
到一样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和资源。

【点评】 住建部部长陈政高曾表示，
农民工进城购房首付比例和其他居民没
有区别。由于很多农民工没有公积金，加
之贷款难，且买房后还有税费、装修等各
种费用，对农民工来说，进城买房负担确
实不小。因此，政府给予适当的购房补贴
和税费优惠是非常必要的， 可以帮助他
们把需求落实。 当然，除了补贴，还应尽
快把农民工纳入公积金的缴存范围。 另
外， 农民工在城里买房不仅仅是居住需
要，更重要的是能“住得下，有保障”。 这
就需要把农民工进城后的落户、就业、子
女入学、社会保障等问题真正解决，做到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留守儿童相关调查显示
需关注其心理健康问题

据 《江西日报》3 月 22 日报道，《留
守儿童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
江西修水县 6 岁以下儿童留守现象普
遍，农村留守儿童的主要养护人为祖辈，
养护人文化程度普遍较低。 留守儿童饮
食结构不合理， 但整体营养与健康状况
与非留守儿童差异不大， 但需要加强心
理健康教育与干预。

【点评】 曾有报告指出， 中国有近
1000 万留守儿童 “一年到头见不到爸
妈”，有一半以上的农村儿童每年与父母
见面的次数少于 5 次。 且不论留守儿童
的心理问题可能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的风
险和隐患， 单就留守儿童幼小的心灵承
受的不安和艰辛， 已足够引起整个社会
的关注。我们期待，在政府与全社会的共
同关注下， 随着户籍改革和新型城镇化
建设的推进， 留守儿童的数量变得越来
越少。 而当前， 对于留守儿童的心理健
康，我们必须重视起来。

（点评 杨召奎）

本报记者 邢生祥
日前， 国家统计局青海调查总队公布

青海农民工购房意愿问卷调查情况， 通过
抽取全省 15 个市、 县， 对 412 名农民工开
展调查 ，结果显示 ，青海农民工的城市 (县
城 )购房意愿并不高 ，仅有不足四成的农民
工有在城市(县城)买房置业的计划。 其中，
计划在 2 至 3 年内购房的占 9.4%； 计划 4
至 5 年内购房的占 25.5%；计划 5 年以后购
房的占 65.1%。 而不计划购房的，占被调查
人数的 63.9%。

据介绍，在西宁市购买住房的农民工大
多数是“80 后”、“90 后”年轻人，这部分农民
工文化素质相对较高，思想观念新，有一定
专业特长，经济收入也比较稳定，在城市生
活时间长，对个人发展前途比较看重，已基
本融入到城市生活。 在县城和乡镇购房的农
民工为中年人， 他们主要考虑的是子女教
育、医疗等问题，城镇住房相对便宜，生活成
本低，离家不离故土。

“我们这些外出打工近 10 年的农民工，
都很想在城里买个房安个家，让自己安居下
来，也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让父母也到
城里享享福。 ”来自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的农民工孔顺强，在西宁工业园区企业打工
已近 10 个年头， 由于妻子也在西宁市区打
工，小两口在城市郊区租房居住，时常梦想
在城里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2015 年 3 月， 孔顺强在西宁市郊买了
一套二居室团购房。 由于他和妻子都未缴
纳住房公积金，众多优惠政策无法享受，申
请银行住房贷款时因工资收入不稳定也未

能如愿， 只好拿出全家 10 多万元积蓄 ，又
在亲戚朋友处借了 20 多万元一次性付清
房款。

农民工孔顺强是幸运的，他通过自身努
力，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如愿实现了城市住
房梦。 不过，对于在西宁务工的多数农民工
来说，由于无技术无高学历，从事流水线工
作或体力劳动，收入不稳定，企业也很少为
农民工购买住房公积金， 考虑到房贷压力，
很多农民工对贷款买房信心明显不足。

记者日前在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
县桦林乡看到， 虽然这里平均海拔在 2700

米，但在每个村自家院内新建或在建的小二
层楼房随处可见。 全年以冰雹、霜冻、干旱为
主的自然灾害比较频繁， 全乡群众收入的
60%靠外出打工获得。

“我们全乡青壮年农民工每年 3 月开始
外出打工，农民工打工收入主要用于修建和
改善自家住房，在外通过打工在城市购房外
迁的很少。 ”桦林乡党委书记杜永仓说。

记者通过走访了解到，由于农民工收入
不稳定、没有社保和住房公积金、还贷信誉
低等诸多问题，农民购房后还款执行难度较
大，加之没有“担保人”或就业单位出具相关

证明，农民工进城购房很难按揭贷款。 另外，
由于农民工务工地点不稳定，工作流动性较
大，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农民工在城市购房
的积极性。

对此， 国家统计局青海调查总队建议，
政府要在农民工技能培训上给予大量的人
力、物力、财力、智力投入，针对农民工自身
素质较低的实际，进行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
培训，从而提高他们的经济收入，增强城市
住房消费能力。 同时，应将农民工逐渐纳入
城镇住房保障范围， 在购房时给予一定补
贴，提供贷款优惠，抑制房价过快增长。

青海近四成农民工计划进城购房
在西宁买房的多是“80 后”、“90 后”年轻人；在县城和乡镇购房的则为中年人

本报讯（记者张翀 通讯员杨波 张照龙）
“50 多岁了，到了这个年纪，长期积累的身体
问题一下都暴露了。 ”“长期在工地上，脖子、
腰、关节最受伤了。 ”日前，在湖北省武汉天
河机场三期项目工地上，义诊的台子一摆开，
当天休班的农民工们蜂拥而至。

来自河南的农民工老杨听闻项目有义诊
活动，立刻找到在做杂工的老伴一起到现场
检查身体，老伴常年唠叨有头晕手麻的症状，
但是为了省点钱，一直舍不得到医院做个全
面检查。 “过一会症状就消失了，就觉得不用
去医院了。 ”这次义诊是免费的，还送药品，
这老两口很是高兴。通过检查医生告诉老杨，
他老伴是慢性的心脑血管病，现在还不严重，
及时治疗应该没有大问题。 老杨告诉《工人
日报》记者：“我们是外地的，在这儿花这么多
钱没法报销，负担不起。等回家了再去检查。”

“像老杨他们这种情况很多见。在建筑工
地上，骨科、心血管内科、中医科、风湿病科等

四类疾病多发。”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
科副主任医师徐红新介绍说，“相对于义诊时
的趋之若鹜， 很多农民工对平时的体检并不
热情。义诊结束后，一些农民工认为只要还有
力气干活，身体就无大碍，也就忽略了自身的
健康问题。 ”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 当下被普遍认为
是基本劳动福利的体检， 对于农民工而言比
较遥远。 “一点小病扛扛就过去了，哪有时间
去医院，还定期体检看恢复效果，那更是不可
能。打工的地方离医院远，专门去一趟请假不
说，还得花钱！ ”来武汉打工的湖北松滋农民
工余冬梅说。和她一样观点的 48 岁的张春亮
来自河南郸城，进城打工已近 30 年。“我就做
过一次体检，还是 10 多年前招工方统一安排
的。能有啥好查的？别花那冤枉钱。能干动活
的，身体都不差。 ”

“对！身体状况好，干活儿就有劲儿，没劲
儿就是累了需要休息。 平时一次体检都好几

百元，谁舍得花那么多钱？ ”同在中建三局做
工的农民工杨帅来说， 正式职工有企业负担
的体检让其他工友很羡慕。

去年以来， 中建三局在全国范围内推动

农民工关爱活动， 很多二级单位乃至项目部
都组织了农民工公益体检。 记者在武汉多家
工地走访时发现，大多数农民工都认为，体检
是他们要考虑的事情中最不重要的一项。 很

多农民工只有得了重病，才去医院做检查。
近年来， 部分地区的社保机构与用工企

业开始以各种方式关注高危行业务工人员的
身体健康， 为农民工提供免费的健康体检服
务。 从数据和政策看，农民工参合比例很高，
医药费用的报销渠道也很畅通， 但是很多农
民工还是不愿意去医院。 湖北省卫计委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很大程度上是农民工对
这些政策知晓度不高造成的。 许多农民工都
不知道在定点医院看病， 可以同比例报销医
药费，仍然感觉看病贵。一些农民工家庭因为
延误治疗，最后因病返贫。 ”

义诊活动趋之若鹜 自费体检毫无热情

建筑工称能干活身体就无大碍

一场热闹的义诊活动着实让农民工体
会到了社会的关爱和温暖。

可在热闹的活动过后， 伴随在农民工身
边的依然还是汗水、 尘土乃至彻夜不休的机
械声，他们的身体健康再次被忽视。“身体状况
好不好， 往往是凭借生活经验”，“小病扛一扛
就过去了” ……这些农民工工友们朴实的话
语既道出他们的心酸，更道出了他们的无奈。

事实上， 工友们并非不重视自己的健

康，他们大多是家里的顶梁柱，一旦健康出
了问题，整个家庭就会陷入困境，可是，他
们的现实生活状态又让他们无法更多关注
自己的健康： 建筑工地地处偏远， 交通不
便；受医保等诸多限制，无法在城市里的医
院享受到属于自己的健康服务；甚至于，同
在一个项目工地工作， 他们也无法享受企
业职工可以享受的定期免费体检。 农民工
们所能接触到的真正意义上的健康服务，

更多的要依靠企业的关爱， 乃至来自社会
的公益活动。

通过公益活动为农民工送健康已经迈出
了很大一步，但距离他们的期待还有很长一段
距离。 为了解决农民工们这一实际需求，除了
企业、工会组织、爱心人士等开展的免费体检
活动，相关职能部门也应加强制度设计，并增
强监管，使农民工能够获得与企业职工一样的
劳动保障，让他们的健康不再仅仅止于公益。

农民工体检何时告别公益？记者手记

大连首个农民工
工会联合会成立

西岗区多部门联手为农民工
提供 18 项服务

本报讯 2 月 29 日，大连市西岗区 99
名农民工代表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投
下庄严的一票，西岗区“365 外来人员综合
服务中心”主任张宗民当选主席。此举标志
着西岗区农民工工会联合会正式成立，该
区 9 万名农民工从此有了“娘家”。 这是大
连市首个农民工工会联合会。

据介绍 ， 该工会联合会依托西岗区
“365 外来人员综合服务中心”，将为农民
工提供健康义诊 、图书借阅 、旅游出行 、
移动通讯 、心理咨询 、子女教育 、技能提
升 、租房 、诉求代理 、消费优惠 、文化休
闲 、财务管理 、公共缴费 、证件办理等 18
项服务。

家住大连普兰店、 今年 32 岁的农民
工孙贤东因左手残疾， 在求职时屡屡碰
壁。 成为工会会员后，工会联合会几经周
折，最终帮他找到了友好广场一家大白菜
骨头馆当服务员，包吃包住，月工资 2200
元。 尝到加入工会的甜头后，他又介绍自
己身边的亲朋好友加入了工会组织。

截至 3 月 17 日， 工会联合会成立只
有半个多月， 就有 3000 多名农民工加入
了工会。 （吴庆国 顾威）

3 月 20 日， 河南省郑州市东
风路天旺优库广场 ，10 个彩绘的
木质小房子出现在步行街上。

这些“小木屋”是临街商场的
爱心创意，它们的真正用途是爱心
衣物回收和自助发放。每个小木屋
的侧面都有一个能自由开合的窗
口，市民可以将不用的衣物放入其
中，而需要的人可以自行领取。

据商场工作人员称， 小木屋是
附近一个美术班帮忙绘制的， 设计
除了好看之外， 主要考虑到不让前
来取衣物的人感到尴尬。目前，随着
“小木屋”知名度越来越高，聚集的
衣物也越来越多， 不时会有一些农
民工来挑选合适的衣物带走使用。

视觉中国 供图

爱心衣物放入“小木屋”
化解众人取用尴尬

贵州：

拖欠农民工工资
开发施工将受限

本报讯（记者李丰）3 月 23 日，贵州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下发通知， 对于存在拖欠工
程款的房地产开发项目， 不予办理商品房预
售许可证， 对企业新开发项目不予办理规划
和施工许可。

根据通知，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对辖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项目， 重点对政
府投资、开发等项目进行排查，建立详细工作
台账，逐案销号。

对存在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的建筑
业企业， 在清偿前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不予
受理其申请资质升级、增项及变更等事项；因
拖欠行为引发群体事件的企业， 记不良行为
记录， 并在贵州省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
一体化平台向全社会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