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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本期重点

共同守护留守⼉童



今年3⽉河北邯郸13岁初中⽣遭同学杀害，案件中三名嫌疑⼈与被害⼈均为留守⼉童。这起案件

除了引起关于未成年⼈保护法的争议之外，也让留守⼉童的问题再次被全社会关注。（来源）据

《2020年中国⼉童⼈⼝状况事实与数据》，全国流动⼉童 7109 万⼈，留守⼉童 6693 万⼈。受

⼈⼝流动影响的⼉童合计 1.38 亿⼈，每 3 名城镇⼉童中就有 1 名是流动⼉童, 每 10 名农村⼉

童近 4 名是留守⼉童。（来源）

⽗⺟陪伴的缺失是公众对留守⼉童关注的主要印象。在⼈⽣起航的关键时期，⽗⺟陪伴和引导的

作⽤不⾔⽽喻。⻓期与⽗⺟分离可能导致孩⼦缺乏安全感，承受更多的⼼理压⼒和焦虑，增加抑

郁、⾃卑等⼼理问题的⻛险。在2018年和2019年的留守⼉童⼼理情况调查都发现，纵然解决经

济困难可能会改善他们的物质⽣活，但解决⼼理问题却并⾮易事，并且这些问题可能⻓期存在，

伴随他们成年。（来源1、来源2）根据2013年的⼀项调查，相较于⾮留守⼉童，留守⼉童成年

后的⼊狱概率⾼出约1.8%-2.5%。（来源）

https://news.cctv.com/2024/03/22/ARTIxdtj1Bn8eOWgUqERhv7H240322.shtml
https://www.unicef.cn/media/24496/file/2020%E5%B9%B4%E4%B8%AD%E5%9B%BD%E5%84%BF%E7%AB%A5%E4%BA%BA%E5%8F%A3%E7%8A%B6%E5%86%B5%E4%BA%8B%E5%AE%9E%E4%B8%8E%E6%95%B0%E6%8D%AE.pdf
http://news.cctv.com/2018/10/17/ARTIJLp9ixqvLKx29fVsYelt181017.shtml
https://www.sohu.com/a/366730962_484992
https://nsd.pku.edu.cn/sylm/xw/534994.htm


端传媒：2015年15岁和12岁的两姐弟在中国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勺窝乡中⼼村的家⾥被发现死亡。图为两名留守⼉

童在祖⺟家吃午餐。

留守⼉童也更容易成为暴⼒和犯罪的受害者。《2019年度中国留守⼉童⼼灵状况⽩⽪书》数据表

明，调查地区⼉童遭受暴⼒对待主要分为躯体遭受暴⼒对待、精神遭受暴⼒对待、性遭受暴⼒对

待和忽视四类，发⽣率分别达到65.1%、91.3%、30.6%和40.6%，这其中有13.7%的⼉童遭

受四重暴⼒。躯体暴⼒和精神暴⼒主要发⽣在家庭和学校。其中，躯体暴⼒多发于学校中，这表

明校园欺凌，包括⽼师的体罚和学⽣之间的欺凌，成为⼉童暴⼒的“重灾区”，精神暴⼒主要发⽣

在家庭领域中，留守⼉童遭受辱骂、歧视等精神暴⼒最多，其发⽣率达到86%以上，具有⼀定

的普遍性。（来源）

在城镇化⻜速进展的过去⼆⼗多年，户籍制度被视为留守⼉童和⽗⺟亲⼈分离的重要原因。就医

难、⼊学难是最为严峻的两⼤问题。为未成年⼈提供医疗保障的“城乡居⺠基本医疗保险”要求参

保⼈按户籍地参保，流动⼈⼝若选择参加常住地居⺠医保，财政也需进⾏相同标准补贴。

发达地区主要为地⽅财政出资补贴，地⽅政府往往不愿为外来⼈⼝提供财政⽀持，许多⼤型城市

的医保政策中流动⼉童不被允许参保，其他地⽅则设置⻔槛限制流动⼉童参保。（来源）在教育

⽅⾯，在那些排外⽽保护本地教育资源的⼤城市，流动务⼯⼈员⼦⼥⼊学⾯临着繁琐复杂的证明

材料和财⼒要求。即便破除万难让孩⼦在城市上了学，没有本地户⼝就难以就地参加中⾼考，尤

其是⾼考，⼏乎都要回到“户籍所在地”参加考试。由于每个地区的教材、学习内容不同，回流学

⽣⾯临明显劣势，进⼀步加剧了教育不平等。（来源）

https://www.sohu.com/a/366730962_484992
https://www.caoss.org.cn/UploadFile/news/file/20220515/20220515170526792679.pdf
https://clb.org.hk/zh-hans/content/%E5%86%9C%E6%B0%91%E5%B7%A5%E5%8F%8A%E5%85%B6%E5%AD%90%E5%A5%B3


2015年河南郑州⼀所打⼯⼦弟学校的学⽣，图⽚来⾃Imagine China

此外，农⺠⼯等流动务⼯⼈员⼤多仍在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中从事低薪⼯作。通常还必须⻓

时间⼯作，⼏乎没有⼯作保障和福利。⼯作收⼊不稳定的流动务⼯家庭，即使⽗⺟和孩⼦共同⽣

活，也时常⾯临着孩⼦经常需要转学、居住环境恶劣、过劳的⽗⺟难以提供充⾜的家庭⽀持等问

题。不难看出，务⼯⼈员和其⼦⼥并⾮⾃⼰选择了⻣⾁分离的⽣活，⽽是现⾏制度和社会劳动环

境让⼯⼈⽆法过上正常的城市家庭⽣活，导致了留守⼉童问题的必然存在。

户籍制度不只是留守⼉童问题的原因，更是⻓期城乡⼆元制下，资源、发展和分配不平衡带来的

结果：在家乡⼏乎没有向上流动机会的⼯⼈流向⼤城市寻求⽣计，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柱。然

⽽既得利益的⼤城市拒绝让渡更多权利，户籍制度应运⽽⽣，打上⼀个政策的补丁，城市就会⾃

发砌⼀道新的排外⻔槛。如此数⼗年，悲剧循环往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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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 ⼯⼚⼯地 ——

江⻄南昌奥克斯临时⼯发起罢⼯，抗议公司未按约定⽀付⼯资



4⽉2⽇，江⻄省南昌市奥克斯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的临时⼯发起罢⼯，以抗议公司未按约定⽀付

⼯资。⼯⼈们表示，最初中介告知的时薪为29.3元，然⽽实际时薪仅为23元。视频中显示，有

警⻋到达抗议现场。视频拍摄者表示，⽼农⺠到哪⾥都是没办法，受委屈。阅读原⽂

佛⼭南宝鞋⼚⼯⼈罢⼯，要求提⾼保底⼯资、补缴社保

3⽉25⽇，⼴东省佛⼭南宝鞋⼚⼯⼈因⼯资低、⽋缴社保等问题发起集体罢⼯，⾄少持续⾄29

⽇。⼯⼈提出保障保底⼯资、休息时间、社保补缴、⼯伤赔偿和⼯作环境等诉求。罢⼯过程中，

https://twitter.com/YesterdayBigcat/status/1776792500252111325


⼯⼈们曾游⾏⾄当地政府部⻔寻求协助，但⽬前他们的诉求尚未得到回应。7个⽉前，⼀则⼯⼈

发布的视频显示⼯⼈因“散伙费”（开除或关⼚赔偿）的事情与⽼板发⽣过争吵。在缺乏订单、效

益下降的情况下，南宝已经处于倒闭边缘，⽼板试图关⼚结束运营但不愿给予⼯⼈合理的补偿，

可能是这次罢⼯背后的主要原因。阅读原⽂

⼴州康鹭制⾐村⼯⼈接连累倒送医

3⽉底，⼴州康乐村与鹭江村区域⾄少有三位制⾐⼯⼈在⼯位上因过劳倒下，被紧急送往医院。

抖⾳视频显示，⼀名中年⼥⼯瘫倒在⼯位上，数位医务⼈员在旁紧急救护。发布者评论道“这就

是服装⼈所谓的⾼⼯资”。⼯⼈累倒在制⾐⼚、被救护⻋送⾛，早已不是新闻，⽽是制⾐⼯⼈们

的常态。在“⼩单快返”的⽣产体制下，对于新款服装的需求消耗着⼯⼈的⽣命，虽然⼯⼈可以快

速获得⼯资，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劳动保障。阅读原⽂

—— 服务业 ——

合肥⼀保安在宿舍死亡，离世前⼀⽇仍在值班

https://www.laborfact.com/nanbao-strike/
https://www.laborfact.com/kanglu-garment/


去世保安⽣前⼯作的华商⼴场

3⽉14⽇早晨，⼤皖新闻报道称，合肥市肥⻄县华商⼴场⼀保安被发现在单位宿舍不幸离世。据

死者的室友称，死者离世前⼀⽇仍在值班。死者⼉⼦⼀家多次与⼴场物业就丧葬费⽤等进⾏协

商，但即使街道和派出所多次介⼊，华劲物业也只愿拿出三万元的补偿。物业始终拒绝接受采

访。阅读原⽂

快递员受到不合理处罚，三个⽉被扣四千多元

https://m.weibo.cn/2028810631/5016516036919847


4⽉1⽇，⼀名杭州快递员投诉称⾃⼰在做快递员的三个⽉⾥，共被处罚99次，罚款共计

4305.16元。其中⼀单涉及到违禁品未查验出被罚款2000元，另⼀单涉及到“标快件”遗失被罚款

500元。然⽽，所谓的遗失只是客户的闺蜜帮她拿了件，快递没有丢。记者在询问客服后得知，

这个订单的处罚是50元，500元是中通浙江省区块管理对快递员派送标快件没有处理好的处罚。

对⽹点的处罚是KPI考核分数扣分扣款，⽽每个省份的处罚规则也不⼀样。这类处罚是否有理可

循，处罚⾦额是否过重，是值得进⼀步探究的问题。阅读原⽂

—— ⽩领 ——

“断崖式降薪”登上微博热搜

3⽉27⽇起，#突然断崖式降薪了# 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榜，不少⽹友留⾔分享⾃⼰遭遇的变相降

薪问题。有博主指出，从去年年底开始，企业、银⾏、公务员、医院、学校等等，都在通过砍

“绩效”的⽅式降薪。对绩效的拆分是为了更好控制劳动者，让劳动者的话语权更少。把绩效考核

分成三六九等，尤其是“末位淘汰制”，让⼯⼈之间成为互相猜忌的敌⼈，难以团结起来。阅读原

⽂

“空窗期”成为求职者应聘的障碍

许多职场⼈在经过⼀段时间的休息、学习或是探索⾃身更多可能性后重回职场时，却发现这段

“空窗期”成了阻碍他们求职的主要原因。⼀些公司在招聘信息中明确要求求职者最近离职空窗期

不超过3个⽉或5个⽉，这让许多求职者感到困扰。在经济下⾏、⼯作压⼒增加的环境下，选择

通过“空窗期”进⾏⾃我提升和休整的打⼯⼈越来越多，但竞争愈加激烈的就业市场带来了更加严

苛的条件。阅读原⽂

—— 社会保障 ——

有外卖员表示因为难以满⾜退休条件⽽不愿交社保费

https://new.qq.com/rain/a/20240401A00QHE00
https://search.laborinfocn2.com/articles/44071
https://search.laborinfocn2.com/articles/44071
https://www.workercn.cn/c/2024-03-26/8199581.shtml


3⽉27⽇，在上海市⼈⼤常委会组织的⼀场关于新就业形态的⽴法讨论中，社保缴纳问题成为讨

论的⼀⼤焦点。有外卖快递员发⾔表示，由于上海⽣活成本⾼，最终要回家乡，在⽼家都有新农

合，很难满⾜社保缴纳数额15年的上限等因素，社保对他们来说意义不⼤，因此不愿意缴纳。

他们认为，如果报酬能够⼤幅度提升，收⼊有更加合理保障，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解。阅读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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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与评论

I. 中国⻘年报：困在⻋轮上的⾼薪梦

https://finance.sina.com.cn/jjxw/2024-03-27/doc-inapteca4896393.shtml
https://finance.sina.com.cn/jjxw/2024-03-27/doc-inapteca4896393.shtml


物流公司提供给司机的“话术”，⽤于应对⾦融租赁公司可能的电话审查

⾼薪、稳定的⼯作⼏乎是每个打⼯⼈的梦想。梦想和现实间往往存在⼀条鸿沟，⾥⾯充满⼈们的

叹息、⽆奈和绝望。物流公司凭借“保底⼯资1.8万元、包货源”的理想⼯作吸引应聘者，现实是

⾼价卖⻋、“⽆货源”，还引导司机欺骗⾦融机构以签订贷款合同，让司机们背负重重债务难以脱

身。狡猾⽼练的物流公司以及⾦融监管的缺陷，让诈骗套路层出不穷，⽽窘迫的经济状况、⾼昂

的维权成本，使⼤多货运司机只能认栽，在“鸿沟”底叹息。阅读原⽂

II. 中国劳动趋势：劳务中介何以充当⼴⻄越南客⼯项⽬的监管者

https://www.sohu.com/a/766828603_121284943#google_vignette


移⺠劳⼯或客⼯，在全世界都是⼀个普遍的现象，他们⼤多为追求更好的报酬和环境⽽离开故

⼟。本⽂聚焦于劳务中介如何参与中国的客⼯管理。劳务中介在项⽬中的监管者⻆⾊揭露出，政

府对稳定的担忧胜过对⼯⼈权益的关⼼。劳务中介能填补政府监管的缺位，却⽆法弥补客⼯的权

益损失。劳务中介安抚、收买⼯⼈的同时⼜狐假⻁威、严密监控⼯⼈，他们采⽤的多种⼿段侵犯

了客⼯的权益，从侧⾯也反映了客⼯们所⾯临的复杂困境，期待有更详细的研究关注中国客⼯的

现状。阅读原⽂

III. 三联⽣活周刊：90后农⺠⼯困于尘肺病

https://www.laodongqushi.com/guangxi-vietnam-worker/


在政府向尘肺病“宣战”多年后，尘肺病依然是最常⻅的职业病。不仅⾼薪、稳定的⼯作难以追

寻，健康的⼯作环境也成⼯⼈的⻩粱⼀梦。1993年出⽣的段江鹏，去年起开始咳嗽，胸⼝像针

扎，必须趴着睡觉。1997年出⽣的胡合伟，确诊尘肺病三期，向⼯⼚索赔还险些被坑，⽬前⼊

不敷出难以⽀付治疗费⽤。在这些实例中，问题在于拥挤的⻋间、失修的吸尘管、繁重的⼯作，

更在于畸形的⽣产制度。只有⼯⼈掌控⽣产，对职业病的“战争”才能迎来真正胜利。阅读原⽂

IV.⼯事有料：怀孕⼥⼯的困境，不只是怀胎之苦，⽽是整个⽣育条件的恶劣

https://mp.weixin.qq.com/s/rKVVeybPIY-Xrkh_XD1ByA


孕期权益向来是⼥性劳动者⽃争的⼀个焦点。⽂章引⽤了丰富的⼯⼈⾃述，从⼤量蓝领⼥⼯的视

⻆出发，讨论了她们在孕期⾯临的现实挑战。例如蓝领⼥⼯⼤都⽆法享受产假、⽣育津贴等；许

多孕期⼥⼯迫于经济压⼒忍受有毒的⼯作环境，⾃担胎⼉畸形、流产的⻛险；除开⼯作中的压

迫，⼥⼯在家庭中也要投身畸形的再⽣产，⾯临着额外的劳动和歧视。总的来说，社会忽略了她

们对做（⼥）⼈权利的呼声，也剥夺了她们的理想⽣育权。阅读原⽂

V. 那个NG：⼀线城市的⻆落，藏着沉默的保洁阿姨

https://www.laborfact.com/pregnant-worker/


现代的⽣产体系是严密配合的机器。如果离开了保洁⼥⼯的⾟勤劳动，写字楼将难以正常运转，

但她们和很多⼥性劳动者⼀样是沉默的、是被忽略的。这篇⽂章旨在让沉默的保洁⼥⼯讲述⾃⼰

的故事，显露出她们的情绪和态度。朴素憔悴的她们可能⽤超量⼯作换取了可观的收⼊、随和平

静下的她们也能是激动愤懑的。同时，她们也是⼀群普通劳动者，没有空闲时间和⾃由、更缺乏

保障，为家庭和⽣存操劳不停、为未来深深担忧。阅读原⽂

VI. 极昼：在城中村捡⻔牌，捡出⼀部⼼酸打⼯史

https://mp.weixin.qq.com/s/iJMCxdSTsfp-p8Anwahixg


时代变化太快，给⼈如梦似幻的错觉，还有更多的劳动者来不及发声打破沉默，记录、保留他们

的⽣活痕迹就变得重要。例如，⼀本护照记载着⽼⼈⼀⽣唯⼀⼀次出国；初中⼥孩的⽇记本，定

格了她对另⼀个⼥孩的爱慕；⼀本报案记录，记下了失主们的怀疑对象。陈洲和张晓静还在城中

村收集⻔牌、奖状、照⽚尝试拼接出普通⼈的⽣存图景，揭示社会和劳动者⽣活的变迁，也让⼈

“看到了新旧两代⼯⼈阶级，⼀代是主⼈，⼀代是过客”。阅读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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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与报告

1. 智联招聘：《2024年春招市场⾏情周报（第四期）》

2. 猎聘⼤数据：短剧相关⾏业就业数据洞察

3. 前程⽆忧：《2024年⼀季度薪酬调研报告》

4. 四川省《货⻋司机从业状况调查报告》

5. 智联招聘：《中国企业招聘薪酬报告》

6. 中国电⼦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2023年新能源汽⻋⼈才发展报告》

7. 传化慈善基⾦会：《中国卡⻋司机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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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维权

维权指南：试⽤期中，劳动者如何维护合法权益，避免被“⽤完即抛”？

https://mp.weixin.qq.com/s/giTd5yLkI0kF_FOQ36VoEg
https://www.sohu.com/a/767043485_121255906
https://www.163.com/dy/article/IUA081L10519C6T9.html?spss=dy_author
https://www.163.com/dy/article/IUCHACRS0514R9KQ.html
https://mp.weixin.qq.com/s/IFaKuqqSkdh7kiklh8FhFQ
https://www.sohu.com/a/768353495_561670
https://view.inews.qq.com/k/20240402A09O9Z00?no-redirect=1&web_channel=wap&openApp=false
https://www.sohu.com/a/769950512_260616


在劳动就业的“买⽅市场”⼤环境下，处于试⽤期的劳动者在权益保障⽅⾯⾯临更多困难。公众号

“五年四班劳动委员”就试⽤期⼯友的提问进⾏了回答，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应对⽅法。依据《劳动

合同法》，劳动者的试⽤期应包含在合同期限内，劳动者切记仔细留意合同中是否存在单独约定

试⽤期的情况，如有，则可要求按正式⼯待遇补⾜。对于不及时续签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可要求

公司依法续签；对于“被⾃愿”签署放弃缴纳社保协议的，协议⽆效，劳动者仍可向有关部⻔投

诉，要求获得经济补偿。当劳动者被辞退时，可检验公司的辞退说辞是否符合《劳动合同法》，

如不符合则可按违法辞退投诉，要求获得经济补偿。阅读原⽂

判决：明确“职业性中暑（热射病）”应当认定⼯伤

https://mp.weixin.qq.com/s/bX2uMw7hQtQSjufdyqndDw


2022年7⽉，因热射病倒下的建筑⼯⼈王建禄

四川绵阳⼀建筑⼯⼈罗某在⼯作结束后因热射病突然晕倒，抢救⽆效后死亡。绵阳⼈社局拒绝认

定他属于因⼯受伤后，其妻⼦邹某提起⾏政诉讼。在⼆审后邹某获得了医院的职业病诊断证明

后，四川省⼈⺠检察院据此提起抗诉，认为罗某的职业病诊断证明属于⾏政诉讼新证据且符合法

律规定，能够证明罗某某患有的热射病属于职业病，⾏政机关因此被要求重启⼯伤认定程序。

尽管2013年《职业病分类和⽬录》已将热射病纳⼊职业病范畴，司法实践中本案为四川省第⼀

例成功将其认定为⼯伤的案例。尽管本案的最终结果值得振奋，为其他遭受热射病的⼯友提供了

成功认定⼯伤的先例，唤醒了此前没有得到更⼴泛实践认可的⼯伤认定“睡眠条款”，本案也凸显

出热射病⼯伤认定仍然存在的难点。劳⼯职业病认定的层层⾏政关卡为劳⼯的权益维护造成了额

外的压⼒，有资质的医院在最初的⼯伤认定程序中不受理、不配合⼯友家属出具证明，导致⼯友

家属花费额外数年才在检察机关的协助下获得了职业病诊断证明，为⼯伤认定需要投⼊的巨⼤成

本和在⾏政繁琐中的消耗仍然是需要持续投⼊关注的劳⼯权益问题。阅读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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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推荐

纪录⽚：《喊叫与⽿语》

https://www.sohu.com/a/768911897_120952561




曾⾦燕、⻩闻海联合导演；Trish McAdam动画制作

本⽚透过⼀系列访谈、视频⽇记、动画与⾏为艺术等多样化的表现形式，描绘了中国和⾹港各⾏

各业中⼥性—包括艺术家、异议分⼦以及劳⼯群体—在私⼈与公共领域中的抗争经历。影⽚标题

中的“喊叫”与“⽿语”巧妙地反映了⼥性在抗争和被打压的过程中所展现出的不同维度。

影⽚中“喊叫”的章节主要聚焦于珠三⻆地区⼀家鞋⼚的⼥⼯。她们勇敢地站在镜头前，分享⾃⼰

组织抗议争取社保障的经历以及⾯临的来⾃雇主和公权⼒勾结的打压。⼥⼯⼩梅在讲述⾃⼰因维

权活动⽽遭到雇主监控、进⽽被解雇的经历时，监视器如同格⼦⼀样遍布画⾯，⾎淋淋地诉说着

她们所⾯临的全景式暴⼒。McAdam的动画作品与航拍画⾯的结合，尤其是对富⼠康2010年发

⽣的连续14起跳楼⾃杀事件的呈现，揭示了全球⼯⼚对底层劳⼯的异化现象：⻓时间的⼯作、

低廉的薪酬、劳⼯权利和独⽴申诉渠道的缺失。富⼠康的悲剧并未⽌于2010年，⼯⼈诗⼈许⽴

志在2014年与富⼠康签订劳动合同后⾃杀。根据他的诗句改编的字幕“不是⼀颗螺丝掉在地上，

是⼈⾃杀了”成为影⽚中最震撼⼈⼼的“喊叫”。

在“⽿语”部分，影⽚进⼀步探讨了⼥⼯在全球化⼯⼚中的异化情况。例如，⾯对关于未来打算的

提问，⼀位在流⽔线上进⾏重复劳动的⼥⼯，在宿舍中显得⽆⾔以对。这种集体⽣活模式⼏乎完

全磨灭了她们的个性。对于导演和参与访谈的⼥⼯⽽⾔，记录和诉说本身就是⼀种有⼒的抗争⾏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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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故事



美团乐跑计划，分明就是⽩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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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碎语

来⾃《临时⼯真相，“那些⻋⾥的有钱⼈，现⾦未必有你多”》

来⾃《当⼀位聋哑⼥性闯⼊外卖系统》

来⾃《医学规培⽣难以承受之痛》

“临时感”于是反⽽意味着某种踏实感。⼲⼀天，得⼀天，对⽐之下，流⽔线固定

⼯⼈并不⻅得有优势：⼯作时间⼤部分要求⼗个⼩时以上，⼯资平均在3000⾄

4000元，且⼤多没有五险⼀⾦。不少⼯⼚还要求员⼯在进⼚前先交⼀笔押⾦买

⼚服、饭卡等，离职时却未必能全部退还。最怕的是⽼板“跑路”或⼯⼚倒闭后，

⼯⼈⼀分钱拿不到。

在⼀则热搜事件中，⽹友爆出与听障骑⼿的消息记录，外卖员在强调“快点”“给

钱”等字眼，看似有些冒犯与不讲理。不少顾客也有类似的体验，认为他们发的

消息没礼貌，不识⼤体。“客⼈以为我们态度不好，我们⽂化不好，⽂字语⽓冷

冷的。”实际情况是，听障⼈的⺟语是⼿语，⼿语与汉语的表达逻辑截然不同。

⼀⽅⾯是语序不同，这使得听障⼈⼠⽤书写传递信息时在健听⼈看来是⼀个“病

句”；另⼀⽅⾯是语⽓不同，⼿语基于情景还原，⽤简单的动作表达复杂的意

思，不存在敬语、敬辞等内容，这样的表达⽅式在转化成⽂字时难免出现直

接、⽣硬的情况，很难在语⽓上达到谦和有礼。

他曾认真考虑过退培，换份⼯作，但他发现⾃⼰“连退培都退不起”，他所在的医

院规培协议规定，中途退培者要退还规培期间所有费⽤，他了解到，其他医院

还有要求退培者需向医院赔偿基本⼯资的1.5倍甚⾄两三倍的。“现在没钱，⾛不

了，如果有条件我不会再选择当医⽣了。”周阳说。

https://mp.weixin.qq.com/s/fcJjdyfx7zbuEHrH0XSF7w
https://mp.weixin.qq.com/s/r0GR7R9kNkDEIJ4fSoAHgA
https://www.163.com/dy/article/IV6E7V8P0512BN99.html


来⾃《⼤学毕业，上岸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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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故事

前⾔：“⼯声故事”是⼩报新的尝试栏⽬，希望⿎励蓝⽩领劳动者和对劳动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写作

⾃⼰身边的所⻅所闻。本次稿件的主⻆是⼀位留守童年的亲历者。留守⼉童所⾯临的情况有差异

性，但缺少⽗⺟陪伴这⼀点是共通的课题。

蒋军出⽣在江苏北部的⼀个县城，⽗亲和⺟亲⾃他未出⽣起就在南京务⼯，为了多赚点钱在县城

买套房⼦，常年在外不归，与蒋军相处时间甚少。但好在他的⽗亲属于技术⼯种收⼊还⽐较可

观，在⼯地⼀天三四百元。⺟亲早期是做商场导购，后来店铺关⻔，便在南京找了份房产中介的

⼯作，⼀个⽉也能有个七⼋千的收⼊，运⽓好的话卖套房⼦提成则有三四万元。其实蒋军⽗⺟年

收⼊加起来并不算少，这和很多⼈印象中留守⼉童的家庭情况似乎不相符，但蒋军确确实实是从

⼩到⼤都没有⽗⺟陪伴在身边的。

蒋军是⼀个九五后，年幼时⽗⺟为了他能够享受更好的教育资源，没有选择在沭阳县读书，⽽是

把他送到了宿迁第⼀实验⼩学。蒋军⼀年级时住在嫁到宿迁的姑姑家⾥，后来姑姑姑⽗常因为这

事吵架，蒋军在⼆年级⽗⺟就让他住校了，只有周六周⽇姑姑会接他回去换换⾐服在家⾥住两

天。蒋军在⼩学学习成绩⼀直都很好，⽼师也很喜欢他，知道他⽗⺟常年不在身边，在学校对他

都会特别关照。⽽他的⽗⺟则是每年过年回来待⼀个多星期便⼜匆匆离去。蒋军对⽗⺟⼏乎没有

什么记忆和感觉，反倒和姑姑关系⽐较亲密。也许是出于愧疚，初中开始蒋军⽗⺟给蒋军的零花

钱就远多与其他同龄孩⼦。

因为住校，所以每次回去姑姑会把钱都给蒋军让他⾃⼰充饭卡买⽣活⽤品。⽽蒋军⾃打上了初

中，除了去姑姑家拿钱，⼏乎也不会住在姑姑家⾥，⽽是和三朋四友去⽹吧包宿，成绩⾃然也⼀

落千丈。⽽他的爸妈却只会给蒋军更多的钱让他去报补习班或是买学习材料，企图通过这种⽅式

提⾼他的成绩。蒋军则是把钱攒下来买了⼀部⼿机，当时⼀部⼿机要三四千元，⽽蒋军每个星期

的⽣活费是三百元，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也不知道就是想炫耀吧。其实也没什么⼈需要打电

话，⼿机⼀个号码也没存。因为不敢告诉姑姑和爸妈买⼿机了，就是觉得拿到学校很装逼，别⼈

作为⼤学⽣，江翼澄曾有意识拒绝这种体量⼤、⼯时少的单⼦。但结果，是分

给她的单⼦急剧减少，影响她的收⼊。“这就像⼀个服从性测试，只要不服从

它，你就没单可做，只能拿底薪。”江翼澄挫败地发现，即使觉察到这种系统性

的压榨，她也难以凭借⾃⼰的⼒量有效反抗。

https://mp.weixin.qq.com/s/KqBmF6qsQ3OkS0FDbEJ-Wg


看得起他。就这样到了初三，蒋军连⾼中都没考上，也正是这⼀年，蒋军的妈妈回来了，他的爸

爸在南京继续⼯作，妈妈则是来宿迁租了个房⼦陪蒋军上中专，希望他可以好好念书。

说起⽗⺟，蒋军只觉得愧疚，认为⾃⼰年轻时没有好好念书，导致现在没有很多选择和机会，⽽

他的⽗⺟对于他也是只觉得愧疚，认为蒋军是个很聪明的孩⼦没能考上⼤学都是⾃⼰光顾着赚钱

没有陪伴孩⼦。

很多时候我们关注留守⼉童都是在偏远地区或是农村这些地⽅，但其实，城市⾥也⼤有留守⼉童

在。他们看起来过得还不错，可以吃肯德基，可以读不错的学校，但是他们真的从⼩就没有⽗⺟

陪伴在身边。

像蒋军这样的⼈⼤有⼈在，他们总是早早⾛上社会，接触⼀些他们作为还在上学的年纪不该接触

的新鲜事物最后往往会荒废学业甚⾄有些会⾛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对于这些家庭的孩⼦来说，

荒废了学业，基本上就定型了，虽然不是百分百但确实他们能逆天改命的机会很⼤概率只有靠读

书这⼀条路。

现在蒋军靠着⽗⺟在宿迁市买了房⼦，⾃⼰则是在⼀家⼴告公司上班，虽然没有房贷，但是蒋军

疫情前和朋友合伙开了个海鲜⼤咖烧烤店，亏了⼏⼗万，那是他⽗⺟所有的积蓄留给他结婚⽤的

还有借亲戚朋友的钱，现在就是⼀边上班⼀边还债，快三⼗岁了，对象也还没找。

作者：S64

（欢迎读者为本栏⽬投稿，后续将上线投稿系统。⽬前你可以写信⾄

laboreditor251@proton.me 进⾏投稿，建议字数800-1200字，主题包括劳动经验、对于⼯作

环境的想法、⾏业观察等，蓝⽩领⼯作都可以撰写。）

本期⼩报周期（2024/03/28 - 2024/04/08）

撰稿：溏⼼蛋、布迪、Xay、蓝⽔、⻢⼄⼰、Grayson、⼩四

编辑：三不沾

校对：⾮洲⼤蜗⽜

在最后

以上是第39期⼯劳⼩报的全部内容。我们正在探索将⽇常的⼯⼈资讯定期整理为 Newsletter，

希望你可以来信（laboreditor251@proton.me）提出建议或加⼊成为志愿者，同时也请你多多

分享给墙内的朋友们。点击下⽅按钮可以订阅和阅读往期内容。

往期 | 订阅

https://feeds.laborinfozh.com/recruit/
https://feeds.laborinfoz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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