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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一周热点

人 世间

在北京马驹桥零工市场，有一群手艺好、身价高的老师傅，他们干的多是水电工、瓦
工、焊工等技术工种，趴的多是一天四五百元的活儿，要求工钱日结——

靠手艺吃饭的零工“大神”

凌晨四点半，北京的天空还

在夜幕笼罩之中，马驹桥商业街

公交站旁的十字路口，已是人头

攒动喧闹一片了。

一辆小面包车打着双闪停

在路边，下来一位老板模样的中

年男子吆喝：“亦庄库房物流分

拣，一天150元管午饭，只要10

个人！”

说话间，周围数十人一下子

涌过来，狭小的车厢被瞬间挤

满。中年男子不由分说，连拉带

拽地挑够10个人后，用力关上

后车门，一溜烟开走了。

陆陆续续，这些找到活计的

零工，开启了在北京打工赚钱的

一天。城里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此时大多仍在睡梦中。

上午八九点钟，除了少数零

工仍不甘心地守在路边趴活儿，

没揽到活儿的人都已各自散

去。此刻的十字路口已是车水

马龙，沿街有近30家劳务中介

公司也开门上班了。

相形之下，零工市场还有一

些“另类”：他们大多挎着一个军

绿色单肩包，里面有量尺、水平

仪等工具。遇到来招工的也凑

上前听听，感觉工钱低就侧过身

给后面的人让路，时不时还刷几

下手机里的消息。

一旦赶上来活儿了，他们或

三言两语跟着雇主上车，或一通

电话微信后匆匆离去……这些

靠手艺吃饭的工匠，趴的多是四

五百元的活儿，要求工钱日结。

在马驹桥常年抢活儿干的

零工眼里，这些老师傅手艺好、

身价高，几天没活儿都不在乎，

算是不显山不露水的“大神”了。

日前，记者走进这个通州与亦庄

交界处的零工聚落，与几位日结

“大神”一起趴活儿。从他们的

故事中，感受到职业技能赋予这

个群体的尊严与价值感。

欠薪欠怕了：干日结
始于无奈，终于自在

今年61岁的张军是江苏连
云港人，年轻时在大连干瓦工，
后来跑到苏南一带干过几年。
他辗转来到马驹桥，一待就是十
几年——从早期的亦庄工业园
区到后来的亦庄新城，大大小小
的建筑工程没少干。

回忆早年被欠薪的窘境，张
军至今仍感慨不已：“经常一年
干到头，年底要钱跟孙子似的，
受那气干啥？”“有些小包工头利
润不高，手头也不宽裕，他自己
都没拿到钱，拿啥给你结？”

在他看来，干这行难免被包
工头押钱、欠账，克扣工资是常
有的事。只有日清日结心里才
踏实，还能保证每天八小时工
作，不用加班。于他而言，这样
一天一结账已成习惯，干不干由
自己说了算。换言之，虽始于无
奈，却终于自在。
“我在这儿连租房带吃饭，

一天花销得五六十块，加上抽烟
喝酒，每月生活费得2000多块
钱，赶上一个大学生的花销了！”
张军坦言自己多时月入过万，少
时也能挣5000多。

常年在附近别墅区承揽维
修工程的覃浩，一直在马驹桥雇
零工，市场里熟人不少。这位地
道的北京房山人提起工程结算
难，同样一肚子苦水。像他这样
的小工头，被拖欠工程款是常
事，理由更是五花八门。

2013年，覃浩承揽一项造价
60万元的别墅改建工程，甲方预
付了20%工程款。岂料项目完
工时，对方因涉及非法集资被骗
五六百万元，无力支付余款。这
笔钱一欠将近10年，直到今年2
月才结清。

为了填补这笔尾款的窟窿，
覃浩这些年没少东拆西借，同期
只敢承包一两项工程——生怕
工程占款太多，资金链断掉，最
终连工人工资都付不起。

目前零工市场上的水电工、
瓦工、焊工等技术工种，日薪标
准都在500元左右。建筑业离
不开这些工匠，尤其是维修工
程，手艺好的师傅很难找，待遇
不好也留不住。覃浩长雇的3
个工匠，包吃住每天给400元，
工资虽然按月结算，但极少拖
欠。跟他时间最长的一个师傅，
已经干了11年。

即使跟覃浩这样靠谱的包
工头干，张军始终都要求日结，
且最多连续干个三五天。毕竟
自己年龄大了，体力大不如前，
更适合这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的日结。“我刚来北京时，油条5
毛一根，现在涨到2块了。日结
工资从 100涨到四五百也正
常。”张军认为工资理应与物价
上涨同步。
“现在瓦工主力都50岁以

上，干不动的都回老家了。从事
这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张军
说日结工资还得涨，不过再过5
年自己可能也退休了。

我值这价：工钱低于
300元，宁可回去歇着

刚来马驹桥2个月的任强，
虽接了个改水电的“大单”，仍觉
得干日结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正
纠结要不要出国打工。

3年前，他从山东济宁来到
北京一家装修公司，每天干八九
个小时水电改造，日薪400元。

去年秋天，
经熟人介绍
通过劳务派
遣方式，任强
进入亦庄一
家中外合资
企业，从事设
备用电的维
修保养工作。

没想到
进厂才十几
天，他就遇
到订单减少
工人放假，

一放就是 10天，假期不给工
资。复工仅半个多月又放假了，
不免让他闲得心慌。

几经考虑，任强决定重新在
亦庄附近找个工厂直招、有五险
一金的工作。算上押后的一个
月工资，他从这家合资企业共结
回9400余元工钱。

离职后，任强找工作屡屡碰
壁，劳务中介公司的答案近乎统
一——超过 35岁，直招不要。
即使有个别岗位年龄放宽到40
岁，可他已经43岁了。

为了离马驹桥零工市场近
些，任强从3公里外的周营村搬过
来，目前合租一个月700元，是带
独立卫浴的单间。与月租四五百
元的“面壁屋”相比，他感觉奢侈不
少，“水电工出门干活儿要自带设
备，住得宽敞点儿也方便出入。”

在马驹桥零工市场，物流分
拣、保安、仓库保洁、印刷厂临时
工等岗位长期缺人，但最近日薪
一直低于150元。

有时揽不着水电的活儿，任
强也不敢总歇着，价码太低的活
儿，又实在瞧不上。他给自己定
了个价，300元一天是底线，否则
宁可回去歇着。

在这里趴活儿的日结工，都
指望多认识几个包工头积累人
脉。任强相信只要干活儿靠谱，
后续会有回头客线上“下单”。

春节之后，他一共干了23
天日结，收入有万把块，包工头
的微信也加了不少——谁能给
多少钱，谁手里活儿多，都摸得
差不多了。他打算再观望一阵，
找个靠谱的包工头长期干，也可
能会离开马驹桥。
“大女儿在私立高中读高二，

一年学费1万多，小儿子才3岁，
怎么着也得给他挣套房。”这两年
任强每年收入10万元，家里就他
一个人挣钱，压力不小。任强觉
得自己还年轻，还能再闯个十年
八年。过年回老家听邻村几个工
友说，去新西兰和非洲打工一年
能挣20万元，他有点心动。

工友还告诉任强，一般出国
劳务合同一签3年。他预计能
攒下40万元，足够儿子在县城
买房的首付了。

算完这笔账，任强就接了个
包工头的电话，朝阳区一家快餐
店需要改水电，想3000元包给
他，一周干完。

任强对这个价格比较满意，
打算干完这单再想想出国的事。

老了不留村：在外打
工，有孩子的地方就有家

前些年，在河北邢台老家开
餐馆的季景忠，发现镇上的年轻
人越来越少，生意不好做。

老季的二女儿在天津三星
工厂打工，其余3个孩子都在北
京工作——两个女儿在马驹桥
找到了营生，成家后各生了两个
孩子；儿子从廊坊理工学院毕业
后，已在通州的一家药企入职。

4个孩子都不愿意回老家，老
季也不想变成留守老人。2015
年，他索性把餐馆关了，和老伴一
起来到马驹桥，一边打着零工挣
钱，一边就近帮衬孩子们。

今年57岁的季景忠，年轻
时外出干过建筑活儿，练就一身
瓦工手艺。

当年，他和妻子一起外出务
工，常把大女儿带在身边。后来
孩子多了，外出务工就少了。跟
父亲学会了“清河八大碗”的手
艺后，便在镇上开了一家餐馆。

在马驹桥，季景忠大多找瓦
工活儿，老伴则主攻保洁、家政
等零工。两口子要是同时有活
儿，能日入六七百元，一个月的
房租就不愁了。
“大女儿开餐馆和我们在路

口趴活儿挣得也差不多。”老季有
些得意。他和老伴去年一共挣了
13万元，除去日常开销，剩下的钱
基本都补贴给了几个孩子。
“3个女儿都有孩子要养，儿

子和女朋友谈了好几年，今年准
备结婚，我们能帮多少就帮多
少。”对于季景忠来讲，“为了孩
子”是干日结最大的动力。
“过年后这里人气旺了，外地

工人比去年多了不少，但活儿好
像没跟上来，工钱压得有些低。
去年还有不少防疫活儿，今年这
块儿没了。”季景忠接到的日结活
儿，有时也会掉到350元左右。

疫情期间，有些工地用工量
大，零工市场建筑工数量有限，
工钱高。有的活儿能连续干上
一个月，八小时一个工，季景忠
能挣500元，活儿急时白加黑干
两个工。他会休息一两天，歇过
来再继续去。

去年，老季在北京做心脏支
架手术，花了3万多元，医保报
销一半多。出院后，他轮番去女
儿和儿子家休养。能在子女身
边，让他倍感欣慰。
“年轻时孩子跟着我们，老

了我们跟着孩子了，有孩子的地
方就有家。”季景忠把家庭微信
群改名为“京津冀一家亲”。

前几年，他在老家起了一座
三层小楼，有七八间卧室，可一家
人回去的次数越来越少。对他来
说，房子盖得再好没什么人住，不
如在马驹桥离儿女近些。

季景忠看了看表，已是早晨
八点，估摸着今天没活儿。他打算
去农贸市场买点儿菜，回家给老伴
准备晚饭，等着她干完一天保洁后
回家。文内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莫鑫 据《新华每日电讯》）

凌晨五点，北京通州马驹桥零工市场已人头攒动。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莫鑫 摄

彭林：

中华礼仪的要义

谁在 说

中国是礼仪之邦，礼仪成千

上万，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

在。以下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

史系教授彭林讲解的“中华礼仪

的要义”。

一般而言，比较典型的礼仪

包括几个基本的要素。

第一，礼法。礼是怎么进行

的，有哪些程序和规则，这叫礼

法。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到天

安门看升国旗仪式，仪仗队有多

少人是有规定的，国旗护卫队的

着装也有要求，不能随意更改。

所以，礼有一个礼法。

第二，礼器。古人在祭祀时要

有鼎、簋、笾、豆等器物，这些器物是

多少件、它们彼此怎么组合、里面各

放什么东西，也是有明确规定的。

第三，礼容。指人的仪容表

情。这是一个喜庆的仪式，还是

一个丧礼或祭礼，抑或是军队出

征的仪式，仪式不同，人的仪容表

情是不一样的。

第四，礼言。也称雅言，就是

在礼仪过程中的语言。它不能是

低级的、粗俗的语言，必须是经过

选择的、非常典雅的语言。

第五，礼义。这个礼为什么

要这么设计，而不能那么设计？

因为它要表达一个思想、一个人

文内涵，我们把这个叫礼义。

那么，以上讲到的礼法、礼器、

礼容、礼言、礼义，它们是不是同等

重要呢？其实不是。在中国人的

礼仪文化中，我们把礼法、礼器、礼

容、礼言等叫作“术”，这个术是技

术、手段、方法，它的目的和存在的

价值就是要服务于礼义。

礼义才是“道”，是灵魂，是核

心。所以，我们在学校里、在工作

中开展各种礼仪活动的时候，一定

要多想想这些礼仪究竟要表达什

么样的内涵，把这个搞清楚了，我

们才能在每一个行为、每一个动作

上做到恰到好处，合于礼的要求。

千万不要把“术”的这些形式

的东西放在第一位，如果只有表

面的东西，那样的礼叫虚礼，对我

们来说没有任何价值。

古人对于礼的特色作了三个

定义，掌握了这三个方面，就是把

礼学到家了。

第一，“礼者，理也”。它出自

《礼记》，“理”是道理的理。它的

意思是说，我们的礼之所以要遵

守，要严格地去做，是因为它包含

了道德理性和真理。

第二，“礼者，履也”。履是

履行的意思，它告诉我们，礼不

是贴在街头的标语，也不是写在

课本上的口号，它要求我们每个

人脚踏实地地去履行、去践行，

这才叫礼。

第三，“礼者，体也”。体是指

身体的体，意思是说这个礼要拿

我们的身体、拿我们的生命去体

验。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反思、去

总结，以此来提高自己践行礼仪

的兴趣和积极性。

大家如果经常想到并做到这

三个方面，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

积淀一定会越来越深厚。

（据《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