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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调查6

呼和浩特：就地过年缓解“用工荒”
文·摄影/北方新报正北方网首席记者 张学博 记者 刘 睿

伴随着春节小长假结

束，许多行业的生意和业

务量逐渐回升，节后如何

缓解“用工荒”也成了热点

话题，北方新报正北方网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春节

前，我区出台了“迎新春送

温暖、稳岗留工”、做好留

岗留居过年外来务工人员

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

鼓励和引导外来务工人员

就地过年，这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节后“用工荒”。

部分餐馆服务员难招

“服务员 10 名：3000~

3500 元；洗碗大姐 3 名：

2800~3200 元；配餐 3 名：

3000~3800元……”这是记

者2月24日在凯元广场看

到的一则餐厅招聘信息，

该餐饮店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春节过后，餐饮企业月

薪开出3500元的工资都招

不到人，招聘信息张贴十

多日至今没人来应聘。

在五里营东门的餐饮

一条街和中海环宇天地餐

饮一条街上，不少餐饮门

店贴出了招工启事：招全

职/兼职厨房女工、前台服

务员，男女不限。餐饮店老

板吴天祥说，春节过后，暂

时没几个人来应聘的，人

手较为短缺，目前全靠家

中亲戚帮忙，其中最为短

缺的就是服务员。

记者走访发现，春节

过后，首府餐饮业的用工

情况可谓是冰火两重天，

老店人员较为固定，新开

的店招聘服务员较为困

难，即便条件看起来不算

太 差 ，但 依 然 鲜 有 人问

津。

一些餐饮业负责人告

诉记者，受疫情影响，餐饮

业招工更加难了，很多员

工返乡后干脆就不回店，

直接在当地另谋出路。呼

和浩特西贝宴会城负责人

金龙说，今年春节期间，西

贝宴会城取消了所有宴

会，主要以散桌和年夜饭

为主，厨师、配菜等大多数

员工选择就地过年，员工

较为稳定。春节过后，随着

宴会的预定和部分服务员

的离职，短期内出现了服

务员的缺失现象。“为了鼓

励员工就地过年，春节期

间宴会城也给员工送去了

福利，上班的员工工资能

拿到平时的两到三倍。目

前，只是短期内的缺工，预

计到3月底有所缓解。”

零工市场即将迎来用

工高峰

连日来，记者走访了

首府多家劳务市场发现，

前来招零工的用工者并不

多。

2 月 22 日，在玉泉区

零工之家一楼大厅内，零

星的有几位用工者在进行

岗位登记，主要以招零工

为主，如家政保洁、保安、

建筑搬运工等。

“今天一早，我就从小

黑河那边赶到了这里，登

记信息后，在这里等待用工

单位。”从事十几年装修装

潢的李军对记者说，平时，

很多建筑工地和装修装潢

的工人来这里招零工，春节

过后，零活较少，来登记的

零工目前都在等。

玉泉区人才交流服务

中心主任常云飞介绍，目

前，零工之家岗位提供了

50 个招聘岗位，由于春节

过后，建筑工地及大部分用

工单位还未开工，所以前来

登记的用工单位较少。目

前，只是零工为主，前来应

聘的工人也较少，每天只有

五六位。预计3月份以后迎

来高峰，去年3月份用工岗

位达到了 200 个左右。“就

地过年，会有效地减轻‘用

工荒’，进入3月，社会企业

招聘的较多，因此岗位也

会增加，前来应聘的工人

也有所增加。”常云飞说，

春节过后，快递和美团骑

手岗位较为短缺，但是前

来应聘的人却寥寥无几。

就地过年也很好

清扫卫生、购买鲜花、

享受美食……春节期间，

张美玲和家人们沉浸在喜

悦中。“就地过年，体验不

一样的春节。”张美玲说，

她和老公女儿选择就地过

年，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

过年期间，他们全家体验

了另一种快乐。

张美玲从事保洁工

作，丈夫邢国军是饭店的

一名厨师，选择就地过年

后，张美玲接到的保洁业

务排到了除夕中午，她笑

呵呵地说：“除夕晚上看着

春晚，算着我和老公腊月

的工资，一算全家乐坏了，

仅我一个人就近9000元。”

她说，往年为了与家人团

聚，腊月二十三就回老家

了，从来没挣过这么多钱。

丈夫邢国军则为饭店

的老顾客做年夜饭，从除

夕到初六做着各种花样新

颖、美味可口的菜品，自然

收入也颇高。

记者走访了解到，就

地过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用工荒”，在金川居住的

电焊工王铭初六就找到了

工作，顺利进入金山一家工

厂，待遇和岗位让他很满

意。他说：“就地过年，让自

己早早找到满意的岗位。以

往几年一直打零工，每年在

老家过了正月十五才来呼

和浩特，这个时候好的岗位

都已经被抢走了。”

多家家政公司均表

示，春节过后，保洁家政服

务人员没有出现短缺现

象，主要原因为多数保洁

人员选择就地过年。

稳岗留工有办法

不同于往年的“返乡

潮”，今年春节就地过年成

了新时尚。如何让就地过

节变得温暖充实？让职工

在就业地也能感受到家的

味道？呼和浩特市有关部

门以及相关企业做足了

“功课”。

今年春节，内蒙古九

州通药业公司共有82名职

工及家属选择在呼和浩特

市就地过年。他们当中，有

一半来自湖北，其余的来

自河南、河北、山西、甘肃

以及内蒙古东部盟市等

地。据内蒙古九州通药业

公司工会主席张锦萍介

绍，该公司春节放假时间

为 11 天，以往职工一般从

腊月二十七开始陆续返

乡。而今年春节，大家积极

响应政府防疫号召，选择

留在公司就地过年。为了

让职工们度过一个喜庆、

热闹、温暖的春节，内蒙古

九州通药业公司把食堂装

扮了一番，营造出浓浓的

节日气氛，同时安排厨师

和工作人员准备了丰盛的

年夜饭。大年初一上午，公

司领导还给职工们拜年，

发放了年货大礼包。此外，

公司还组织了新春茶话

会、乒乓球比赛、篮球比赛

等一系列文体活动，丰富

了职工们的假期生活。

同样，内蒙古第三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恒大文旅

城项目部也为就地过年的

职工们准备了丰盛的年夜

饭，组织大家一起包饺子、

看春晚。该项目部负责人

储利军告诉记者：“今年春

节期间，项目部共有 40 多

名职工就地过年，其中有

工人、保安以及后勤人员，

我们通过落实工资、休假

等待遇给予保障。”

为了确保就地过年的

外来务工者度过一个“不

打折扣”的春节，春节前，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下发通知，要求全区

各级人社部门，切实做好

留岗留居过年外来务工人

员服务保障工作。其中，除

了引导外来务工人员就地

过年，还鼓励、倡导企业合

理安排生产，实行错峰休

假、就地休假等方式，灵活

调整工作、休假时间，保障

留岗过年外来务工人员休

息休假权益。对响应号召留

岗过年的外来务工人员，可

采取派发“留岗红包”“年货

礼包”，安排文化娱乐活动

等措施，促进以岗留工、以

薪留工、以情留工。

全区各地、各级工会

则组织开展了“迎新春送

温暖、稳岗留工”关心关爱

活动。以慰问的形式为职

工们送祝福、发放电影票、

年味礼包等；同时，每到一

处，都与职工面对面谈心，

详细了解就地过年职工的

具体情况，对就地过年职工

响应倡议的行为表示感谢。

节后“用工荒”有所缓

解

记者通过走访首府的

一些家政和餐饮企业得

知，员工选择就地过年后，

不仅自己加班能得到更多

的收入，也有利于企业维

持假期正常运营。另外，返

乡人口减少，停工时间就

会缩短，对于缓解“用工

荒”、满足节后用工需求有

积极影响。

以誉恒房屋维修公司

为例，该公司共有固定员

工5人，来自河北和河南等

地，春节期间，5 人全部选

择留在呼和浩特就地过

年。“往年，至少有3个人选

择回家过年，这段时间里，

公司就会出现用工缺口，

不得不找临时工、钟点工

来代替，今年这种情况缓

解了很多。另外，我们平时

的提成是营业额的 10%，

春节 7 天假期里则达到了

25%，收入明显提高。”该公

司工作人员吕先生说道。

采访中，福惠通家政

服务部负责人何女士表

示，相比往年，她所认识的

保姆今年大多选择就地过

年，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节后招工难的情况。

格日勒阿妈奶茶馆在

呼和浩特市共有 11 家门

店。从大年初二开始，其中

5家门店开始营业，由于不

少员工选择就地过年，春

节后各个岗位的人员基本

能满足需求。采访中，格日

勒阿妈奶茶馆副总经理南

敏告诉记者，就地过年的

号召对于餐饮企业节后用

工有很大帮助，以格日勒

阿妈奶茶馆的一个店为

例，30 名员工中，有 25 人

今年选择就地过年。在往

年，一半以上的员工会选

择回家过年。“我们的员工

中有很多来自内蒙古东部

盟市，在往年，不少人过了

正月十五以后才会陆续返

岗，此期间，店里就会出现

人手短缺的情况。今年大

家选择就地过年后，这一

情况也得到了缓解。”南敏

说道。

部分餐饮企业打出招工信息部分餐饮企业打出招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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