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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实习生 温潞影

在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友爱立交桥下，

打散工的人们三五成群，以老乡划分聚集在

桥底、树荫下等待招工。一辆出租车在桥底

停下时，他们蜂拥而上，焦急围在车前，争着

询问乘客“招工吗？”他们是灵活就业劳动者

的一分子，从事着临时和短期工作，当地人习

惯称之为“零工”。

为进一步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保障灵

活就业劳动者权益，日前，南宁市正积极推

进西乡塘区率先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的零

工市场，该零工市场已初步建成，待优化后

挂牌启用。

《工人日报》记者走访西乡塘区零工市场

发现，零工们对于这一政策支持则知之甚少，

不少零工存在担心招工收费、平台扣工资、工

作不自由等情况。

“我们没有技术，做不了技术工”

3 月 21 日正午时分，友爱立交桥下零工

们或坐在电动自行车上刷手机看短视频，或

倚靠在斑驳墙壁上望向四方，或聚在一起打

牌消磨时间。当一位市民走来，表示想要找

个刷墙漆的师傅时，不少零工摇了摇头。零

工刘大姐表示自己只能做基础工作，比如搬

水泥、清扫房屋，“我们没有技能。”

刘大姐告诉记者，友爱立交桥下的零工

主要负责挑沙、挑水泥、家政清扫等工作，南

宁人居多。“都是些力气活，100 多元一天，遇

到大方的老板能有 200元。”但目前受疫情影

响，大家常常一整天都等不到工作。

来自南宁市宾阳县的韦阿姨表示，自己年

龄大了，没有技能。她天亮就来到友爱立交桥

下等工，眼睛转来转去，巴望着老板招工，找不

到工作，回家也睡不着。她双手抱住腿，倚靠

在墙壁旁叹气道：“现在工作难找。疫情防控

期间，工厂停工，招的临时工也少了。”

韦阿姨今年 47岁，家中有 4个孩子，都在

读书，开销很大。20 年前她放弃农村的耕

地，与老乡一起到南宁市区打零工。她早上

五六点来，等到下午五点，中午就吃从家里带

来的白粥、馒头。她形容自己“每天杵在一家

印刷店门前”，“有机会的话，我更愿意进工

厂，收入稳定，不会像现在一样没事做，天天

为钱烦恼。”但谈到为何不去工厂工作时，她

直言自己心有余力不足。流水线速度太快

了，她年纪大了跟不上，“我们没有技术，做不

了技术工，工厂也不愿意要我们这些老的。”

没有上社保，也不了解政策

与韦阿姨不同，陈小哥来自云南，在南宁

打零工已有七八年时间。不同于市场上的其

他零工，他身穿粉色衬衫，神色轻松，坐在自

己的摩托车上，低头刷手机，不时抬起头来回

应记者的提问，“我每天都能接到单，一个月

最低收入 9000多元，最多能到 3万元以上。”

陈小哥是友爱桥下为数不多不愁生计的

零工。他早年在昆明模具厂工作，后自学掌

握维修空调等技术活，靠技术行走江湖。即

使是零工，他也会每月给自己上社保。

相比之下，韦阿姨早年间受传统观念影

响，秉持“女主内”，不曾掌握一技之长。她认

为自己头脑不灵活，且在装修房屋、修锁、修

理家具等工种上，招工者更乐意要男工。

韦阿姨身边的零工老乡多没有给自己上社

保，也不了解相关政策。记者向他们介绍西乡

塘区线上线下一体化零工市场时，他们均表示

不知情。“靠别人不如靠自己。”陈小哥不愿去零

工市场找工作，向往自由生活的他觉得市场会

限制自己。韦阿姨则担心零工平台会扣佣金，

还会收费，也不愿意加入线上零工平台找工作。

实现零工向全日制工转变

“我们是政府部门牵头，西乡塘区线上线

下一体化零工市场保证不收任何费用。”南宁

市西乡塘区人社局工作人员韦女士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打造零工市场的主要目的，是

保障灵活就业劳动者的就业。

据了解，目前该片区零工多以熟人介绍、

微信群等方式招工。很多工头有用工群，在

群里发布招工信息，一个群能有几百个人，零

工可以加入多个用工群等待招工。但这些招

工群和其他零工平台一样，如果出现用工纠

纷，零工们的权益难以保障。“但在我们的平

台，我们可以联合法院、劳动监察局、工会等

部门一起来为他们维权。”韦女士表示，未来

将会与第三方公司合作，整合家政、物流、快

递等行业信息进行用工发布。

南宁天气炎热，零工常躲在桥底等工，零

工市场能为他们提供饮水、乘凉等服务。针

对零工交通工具多以电瓶车为主的情况，零

工市场还计划设置充电桩。韦女士说：“主要

还是给零工们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市场建

起来后，还可以为设置一些公益性的技能培

训课程，让他们有一技之长。”经过技能培训

后，零工就有机会实现向全日制工的转变。

针对“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的结构性

就业矛盾，日前，广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

合多个部门印发方案，一方面，支持零工市场

建设，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建设一批规

范化零工市场，另一方面，打造“八桂家政”

“八桂建工”“八桂米粉师傅”等重点劳务品

牌，实施技能提升计划，开展定岗定向培训，

进一步提升技能培训促进就业的有效性。

“工厂招的临时工变少了，我们没有技术，做不了技术工”

给“零工”一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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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位于北京市中关村广场的某大型超市闭店，

2004 年开业时，这家占地逾万平方米的超市号称当时亚

洲最大。事实上，这样的闭店现象不只局限于北京一地，

据不完全统计，自去年以来，国内 13 家超市上市企业关

闭超过 100家门店。而在经营层面，超市企业也不乐观，

去年上半年，13 家超市上市企业中，大部分净利润出现

下滑。

大型商超的频频退场，引发舆论关注。大型超市退

场，是不是意味着当地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在下降？非

也，如果仔细对比这些闭店超市周边新商场的客流量和

销售额，会发现这些商场依然有较高的销售量。

事实上，在 20年前，大型超市进入各大城市时，一度

引起了消费风潮。这是因为，大型超市主打的“一站式”

购物，符合社区居民的需求。居民不再需要前往多家商

店购买日用品，而是可以在一家大型超市内一次性解决，

更加便捷。当然，这也与当时社区居民的家庭结构和收

入不无关系。

换言之，大型超市崛起的原因，除却价格因素，一是

便捷性，二是与社区居民需求的适配性。而现在，这两个

优势正在丧失，甚至变为劣势。

一方面，移动互联网的崛起，城市建成区域的紧凑，

加之在线配送体系的形成，使得居民有了更便捷的日用

品购买方式——用 APP。而随着家庭小型化、社会个体

的原子化，社区居民在消费需求上，一次性的购买量小

了，但消费品更加细分，更加个性化。这也正是当下线上

生鲜和会员制超市崛起的原因所在。触及家庭的配送网

络、更符合个人个性喜好的特色商品，甚至因不同社区的

不同特点来调整供应，这些都使得线上生鲜和会员制超

市的触角，更加深入社区，更加符合居民的需求，并且能

时时动态调整。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大型传统超市即将退出历史舞

台。毕竟，当下火热的线上生鲜和会员制超市，其本质依

然是大型超市的一种，或者说是“大型超市+”，只是他们

有更好的配送体系，更智能的“数据大脑”，使得它们更能

贴近需求而已。而在城市商业服务体系中，不同类型的

商业体本来就是互为补充，各有作用的。当然，还有一点

不容忽视，大体量的超市，在城市应急体系中依然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

大型超市需要
适配社区需求
大型超市需要
适配社区需求

本报记者 赵昂

从河北崇礼驱车前往太子城，穿过一条

隧道，就能看到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古杨

树场馆群，壮美的空中廊道“冰玉环”，串联

起群山之中的 3个竞赛场馆——国家跳台滑

雪中心“雪如意”、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国家

冬季两项中心，山的另一边是张家口冬奥

村，这就是“三场一村”。

4 年前，这里还是莽莽群山。从 2018 年

春天起，一支以 90 后为主、平均年龄不到 27
岁的团队扎根于此。山上没有路，无法运建

材，他们从开山辟路开始；同样的建筑，国内

外都无先例，他们精准测算攻坚创新。他们

把“三场一村”从蓝图变为现实，向世界展示

着中国建筑之美，他们圆满完成冬奥会运维

保障任务，受到各方好评。这支团队，就是

中铁建工集团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奥运村及

场馆群工程项目经理部。

在场馆建设上为国“夺金”

项目经理姜秀鹏参与过南极科考站建

设，但直至今天，他还忘不了初到张家口项目

的情形。“地处山地，物料运输无自然通行条

件，气候多变，年有效施工时间仅 6 个月，太

多难题摆在面前。”他告诉《工人日报》记者。

考验建设者的，不只有大自然。“雪如

意”施工难度在历届冬奥会中绝无仅有，它

是全球首个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滑雪中

心，工程技术难度之高，超乎想象。“运动员

在赛场为国夺金，我们中国建设者要在场馆

建设上为国‘夺金’！”面对莽莽群山，建设者

们立下誓言。

“看到‘雪如意’边上的那条联络线了

吗？一开始费了我们不少工夫。”项目工程

技术部部长王普对记者说。施工之初，为了

开辟一条“雪如意”顶部联通山脚的物资运

送道路，他和同事每天扛着设备踏勘、测量、

定位、标高。时逢盛夏，荆棘遍地，烈日当

头。每天在野外 10多个小时，大家满身都是

划痕，皮肤脱落一层又一层。为了更好照顾

丈夫，王普的妻子崔立欣辞去工作，来到项

目部当了一名预算员，小两口开始并肩作

战。而这样的夫妻档，在项目上共有 5对。

这样的付出和牺牲，每个建设者都会经

历。4年里，家在北京的姜秀鹏，回家天数不

到一周。除他之外，项目成员几乎都是 90后，

面对恶劣的施工条件，没有一个人叫苦，没有

一个人退缩。大家互相扶持互相帮助，经常

在七八级的大风中，冒着零下三十摄氏度的

严寒，继续施工作业。大家在现场一待就是

三四个小时，手、脸被冻伤了也要继续坚持。

精益求精攻克难题

往届冬奥会的跳台滑雪场馆，是依托山

脊走势堆土成型。为解决横风给运动员带

来的干扰，“雪如意”则是架在山谷之间，这

给施工增加了难度。面对难题，年轻的 90后

工程师们挑起大梁，受命担任项目总工程师

时，张裕还不到 28岁。

张裕告诉记者，“雪如意”的顶部是个圆

形，拼装的过程需要每一个点都非常精细、

完美闭合，悬挑设计更是要反复验算整个受

力。团队经过多次论证，反复推演、模拟，最

终通过 39 根钢结构把“雪如意”的“大脑袋”

撑起来，然后卸载在山顶。每一道工序都做

到 100%合格，安装偏差不到两厘米。

“雪如意”跳台纵向是一个弧线，横向又

是一个弧线，所有的基础都不在同一个平面

上的。“133 根桩基，体量不大，但柱底的标高

不一样，没办法进行成套配模。

133 根柱子就是 133 道难题。”张裕说，

项目为每根柱子的构件单独制定了模板及

架体的施工方案，确保了赛道面混凝土浇筑

顺利进行。

为了在施工建设全过程中贯彻“绿色办

奥”的理念，他们舍弃砍伐 5000 余棵林木修

建运输道路的方案，改为采用 5 座动臂塔吊

组成的特种塔机组相互传递的方式，逐步将

建材运到指定位置，成功克服了坡度对施工

的制约。

自开工以来，他们连续攻克了施工作业

面小、对山体支撑固定要求高等多个难题，

多项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

“除了迎难而上，我们别无选择”

工程项目三分在建，七分在管。“三场一

村”项目交付后，他们依旧要冒着严寒，不分

昼夜地做好运维保障工作，任何一个细节，

都关乎比赛能否顺利进行。

1 月 28 日 16 时，距离运动员正式进驻

场馆不足 20 个小时，国家越野滑雪中心维

保人员尉景琦和团队正在开巡视例会。其

他单位发来求助，越野滑雪中心运动员综

合区域水管爆裂，导致停水，急需抢修。尉

景 琦 第 一 时 间 与 维 修 工 人 携 带 工 具 赶 到

现场。

当天 21时，距离运动员正式进驻场馆不

足 15个小时，水管修好了。

“雪如意”运维保障负责人孟旭东还记

得，自己在 2月 14日凌晨接到电话，“雪如意”

斜行电梯由于暴雪结冰，急需处理。“雪如意”

140多米的落差，斜行电梯近 40度的倾斜度，

零下 20多度的低温，加上暴雪导致能见度极

低，给除冰带来极大困难。而当日下午，跳台

滑雪男子团体赛将在此举行。

“除了迎难而上，我们别无选择！”孟旭

东带领 8个人的小团队立即开工，弯腰低头、

迎风斗雪，大家脸冻红了，手冻木了，却不肯

放过一块近乎透明的细小冰块。

最终，孟旭东和团队成员在赛前顺利完

成了清理任务。

一支平均年龄不到 27岁的建设团队，将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三场一村”从蓝图变为现实

“开路先锋”的冰雪之梦

为进一步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保

障灵活就业劳动者权益。日前，南宁市

正积极推进西乡塘区率先打造线上线

下一体化的零工市场，该零工市场已初

步建成，待优化后挂牌启用。《工人日

报》记者走访西乡塘区零工市场发现，

零工们对于这一政策支持则知之甚少。

阅 读 提 示

本报讯（记者刘友婷 通讯员张雪阳）妥

善处理“白事”，安心治丧，明白消费，成为许

多丧属的需求。为解决群众“身后事”办事堵

点难点痛点问题，4 月 5 日，深圳智慧殡葬系

统 V2.0正式上线。

记者了解到，深圳市民可通过“i 深圳”

APP进入“智慧殡葬”，选择网上报丧、殡仪服

务、骨灰生态葬预约、祭扫预约等服务。通过

智慧殡葬系统，丧属不仅可以实时查阅办丧

进度，还可以在网上殡葬用品商场预选殡葬

用品，便捷获取殡葬用品和服务项目，收费标

准全部公开透明，服务流程全线留痕留印，做

到阳光化操作、丧属自主选择、菜单式消费，

真正解决了殡葬方面老百姓的操心事和烦心

事，让逝者安息、为生者减负。

“智慧殡葬”一网通办

连翘花开采摘忙

齐鲁富民贷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近日，“齐鲁富民贷”产品培训暨金融助力乡村振

兴现场会议在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道口铺街道召开。此次

活动将为东昌府区巩固脱贫成果，以金融服务助力乡村振兴

和村民致富奠定坚实的基础。

据了解，“齐鲁富民贷”是山东省乡村振兴局联合省农担、

省农行推出的第一款乡村振兴主题信贷产品。按照普惠制、

广覆盖、商业化的推广要求，采取政银担联合推进方式，运用

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实行线上线下相结合模式，让农民足不

出村即可享受到金融服务，助力脱贫户持续增收。 （刘雨泽）

老旧小区“靓”起来
本报讯“以前小区环境差，消防通道拥堵，改造后让人眼

前一亮，停车位规范了，路面平坦宽敞了，路灯也亮了，住起来

安心又舒心。”提起居住小区的变化，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上

海路街道乌江小区居民很是满意。

据了解，汇川区于 2000年底以前建成的城镇老旧小区共

68个，房屋 491栋，涉及居民 1.62万户。为解决老旧小区设施

配套老化、周边环境差等问题，汇川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

民生改造工程中的引领作用，促成社区党组织、物业公司、社

会组织和团体、小区居民等共同参与、深度合作，着力推动一

批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升。 （毛艺）

税企“云互动”开启新体验
本报讯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承德市双滦区税务

局以网络直播的形式，通过“税企+”空中互动直播活动，税务

局与政府企业服务中心代表、银行代表和各位企业代表网上

连线互动，以政策解读、案例讲解、在线互动等方式为纳税人

缴费人答疑解惑。

活动中，税务干部详细讲解了最新颁布的增值税留抵退

税政策和相关惠企政策，指导纳税人使用远程帮办中心，请纳

税人通过电话连线解决企业问题，这样“非接触式”办税服务，

使纳税人缴费人获得更流畅高效的办税体验。 （陈珊珊）

4月7日，河北省行唐县北河乡水泉村村民在中药材种植基地采摘连翘花。
近日，河北省行唐县北河乡水泉村中药材种植基地的连翘花盛开，农民开始采花制茶。

近年来，河北省行唐县引导农民在浅山区种植连翘、金银花和黄芩等中药材，促进农民增
收。据介绍，目前该县中药材种植面积达5万亩，年产值达2亿元。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绿色殡葬寄托哀思
本报讯(记者蒋菡) 一方浅水四周装点了

茂盛的花草,写上亲人寄语的水溶信笺、纸船

和莲花被一一放入水中。“水溶相思，你我相

连，纸上诉情，清明祈愿。”主持人的深情解

说为家属传递哀思。

近日，一场以“云上缅怀、水溶相思”为

主题的网络代祭活动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

老山骨灰堂的追思厅内举行。

老山骨灰堂负责人茹意介绍，相比焚烧

冥币、烧香化烛、燃放鞭炮等传统祭奠，水溶

祭祀、网络祭奠更加生态、环保、文明，希望

通过本次活动倡导市民采用文明绿色低碳

的祭祀方式。

岩溶湿地生机盎然
这是广西桂林市会仙湿地春色（4 月 7 日摄，无人机照

片）。春意日浓，位于广西桂林的岩溶湿地会仙湿地内，岛屿
星罗棋布，山水相得益彰，草木吐翠，生机盎然，别有一番独特
春色。 新华社记者 周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