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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首选家门口 首府农民工突破3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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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今年首府已有17.7万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新报讯（记者 张学博） 今年以
来，首府多措并举积极推进农村劳动力
转移就业工作。根据呼和浩特市就业服
务中心4月1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
度，首府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规模达到
17.7万人，其中，转移6个月以上14.1万
人。

据了解，首府采取的主要措施包
括：结合县域经济发展、推进农牧业产
业化，积极组织引导农村劳动力就近就
地转移；进一步加强行政村协理员队伍
建设，提高协理员队伍业务素质，适应
精细化管理服务要求；落实培训补贴政
策，加强农村富余劳动力技能培训；强
化跨地区劳务协作，培育劳务经济带头
人，提高转移就业组织化程度；加大农
村劳动者创业扶持力度，鼓励更多的农
村劳动者自主创业；加强用工信息发布
工作，引导富余劳动力加快转移就业步
伐。除了上述工作，今年以来，首府还通
过健全和完善开班申请、过程监管、结
业审核等制度，以及积极落实培训补贴
机制，大力推进技能培训工作。据统计，
截至3月底，首府共组织城镇就业技能
培训1206人，创业培训831人，农牧民转
移就业技能培训383人，家庭服务企业
人员培训2511人。

文/本报记者 郑慧英 刘晓君

去年春节，在北京打拼多年的郭清举家返乡，回到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公布板村从事蔬菜大棚
种植。经过1年多的学习摸索，郭清基本掌握种植大棚技术，也有了收入。据国家统计局呼和浩特调查队
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资料显示：2016年，呼和浩特市农民工（不包括举家外出农民工）在区内和区外
就业的分别占98.9%和1.1%，逾八成农民工将就业地点选在了家门口……

【现状一】

月均收入5000多元

家住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一家村的刘淑芬和丈夫从事
家政服务13年了，主要以擦玻璃、打扫家为主。因夫妻俩比
较勤快，业务量逐年增加，腰包越来越鼓。“2004年，我和村
里的姐妹组团给居民家擦玻璃、打扫家，为了留住回头客，
每到一家，我们都会认真细致地完成打扫任务。顾客对服
务非常满意，临走时还会留下我们的电话号码。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我们所服务的对象越来越多。十多年了，我的手
机号码一直没换过，就怕回头客找不到。”4月13日，年近50
岁的刘淑芬告诉记者。

随着业务量不断增多，在一起的姐妹都分开干，于是
刘淑芬说服丈夫和她一起干起了家政服务。旺季一般在春
节前后，每天至少要给两三家服务，收入在1500元左右；
3～9月属于淡季，以擦玻璃为主，每天有700元左右的收
入。刘淑芬说：“虽然擦琉璃、打扫家很累，也有风险，但收
入不错，近几年的年收入都在10万元左右。”

通过这些年的努力，刘淑芬不仅买了楼房，还有了一些
积蓄。刘淑芬说，因为只有小学文化，吃苦耐劳是唯一出路。

据国家统计局呼和浩特调查队农民工监测调查资料
显示，首府家乡创业农民工，2014年月均收入4329.8元，分
别高出本地非农务工农民工、外出从业农民工1521.7元和
440.8元；2015年月均收入4755.0元，分别高出其他两类农民
工2160.4元和943.3元；2016年月均收入5070.9元，分别高出
其他两类农民工1808.1元和1343.7元。家乡创业农民工的收
入遥遥领先于其他两类农民工，成为农民工中最富裕的群
体。同时，家乡创业农民工月均收入也由2014年的4329.8元
稳步提高到2016年5070.9元，两年增长17.1%。2016年月均收
入首次突破5000元，人均从业9个月，年收入达到4.5万元以
上，收入水平达到甚至高于首府普通工薪阶层。

【现状二】

逾八成家乡择业
“2008年，因为家乡就业机会少，我和丈夫到杭州打

工，年幼的孩子只能留给父母照看，每年只有春节时才能
回家一趟，看看父母和孩子。然而近两年，家乡的变化实在
是太大了，平坦的水泥路一直通到了家门口，一些人家还
有了小汽车，便捷的交通也带来了新的商机。去年，我和丈
夫用积攒下来的钱买了一辆面包车，在老家开了一家蔬菜
水果批发部。由于每天都能提供新鲜的蔬菜水果，我们的
生意越做越火，十里八乡的村民都会来我家买东西。今年，
我们准备扩大店面，加卖一些生活日用品等。”家住呼和浩
特市土默特左旗白庙子村的刘红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开
心得合不拢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像刘红霞一样选择在家门口就
业的人有很多。他们选择从外省回到家乡创业，一是为了
照顾老人孩子，二是因为现在就业机会比以前多了。

国家统计局呼和浩特调查队住户专项调查科副科长
于伟志告诉记者，据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农民工都选择
离家较近的地方就业，农民工在家乡从业人数比例高达
98.9%。其中，在乡内从业的占84.2%，在乡外县内从业的占
2.4%，在县外区内从业的占12.3%。从就业方式看，受雇方
式就业的农民工比重为78.0%，自营就业的农民工比重为
22.0%；在本地农民工中，受雇就业的比重为75.6%，比上年
下降1.1个百分点；在外出农民工中，受雇就业的比重为
91.1%，比上年提高5.4个百分点。

【现状三】

绝大多数为个体
1976年出生的李健曾在一家企业开了16年的车。后来由于企业不景气，

月工资只有2000多元，对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他们一家来说有些入不敷出，生
活比较拮据。2015年，李健放弃了这份工资低但还算稳定的工作，跟亲戚朋友
筹集了几万元开了一家私房菜馆，通过努力，生意越来越火。今年，李健又有
了新想法，增设了外卖和私房菜订制。

“今天一上午，就有20多个顾客预订了中午的盒饭。为了吸引消费者，我
们中午盒饭的价格15～20元，还免费送餐上门。”4月12日中午，记者在金桥开
发区万豪美墅城小区碰到了正在送外卖的李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回家
乡创业的农民工中，像李健这样从事个体经营的比较多。

于伟志说，目前，首府家乡创业者中，个体经营占94.8%，注册企业占
3.7%，小摊小贩占1.5%，创办企业的比重偏低。另外，在个体经营户和注册企
业中，91.2%没有雇工，92.1%创业初始资金来源于自筹。其中，从事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农民工最多，占24.0%，比上年下降5.8个百分点；从事批
发和零售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1.8%，提高1.6个百分点；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的农民工比重为8.9%，提高0.6个百分点。

【规模】

总量创近年新高
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首府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践行发展

新理念，深度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
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实现了“十三五”良好开局。2016年，首府农民工的发展
变化主要表现在：农民工总量增加、二产就业比重提高、本地农民工月收入增
长、权益保障水平较低等。

根据国家统计局呼和浩特调查队农民工监测调查结果推算，2016年首府
农民工总量为32.37万人，比上年增加0.31万人，增长1.0%；与2013年的农民工
总量32.17万人相比，增加0.20万人。

从农民工构成看，本地农民工22.08万人，比上年增加0.57万人，增长
2.6%。本地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68.2%，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
外出农民工数量持续减少，由2015年的10.55万人减少到10.29万人，减少0.26
万人，降幅为2.5%。

【特征】

初中文化程度占七成
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显示：首府家乡创业农民工中，小学及以下

文化程度占6.5%，初中文化程度占70.3%，高中文化程度占20.4%，大专及以上
文化程度占2.8%。家乡创业农民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达76.8%，比首府全部
农民工平均水平高4.9个百分点，文化知识水平偏低。

同时，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家乡创业农民工平均年龄为42.8岁，半数为
35～60岁男性。年龄在30～50岁青壮年农民工占72.8%，是家乡创业农民工的
主力。其中，男性创业者占67.8%，女性创业者占32.2%。

【问题】

权益保障意识差
说起打工者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

合同和“五险一金”缴纳的情况，于伟志
表示现状不容乐观。他说：“调查结果显
示，从农民工工作条件和社会保障方面
看，农民工尚未摆脱弱势群体的境地，
超时劳动、缺乏起码的劳动保障等问题
比较突出。”

于伟志说，外出农民工超时劳动的
比重较高。2016年，20.7%的本地非农务
工农民工和29.3%的外出农民工日工作
超过8小时。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比重较
高，缴纳“五险一金”的比重偏低。2016
年，在受雇从业的农民工中有80.9%的
人未签订任何劳动合同，比上年下降6.5
个百分点。其中，本地农民工与雇主或
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比重为19.3%，比
上年提高9.5个百分点；外出农民工与雇
主或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比重为
18.3%，比上年下降8.1个百分点。用人单
位或雇主为其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
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住
房公积金的分别只占到受雇从业农民
工的5.4%、2.5%、5.4%、2.5%、1.9%、3.0%。

【趋势】

比重逐年上升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指引和相关政策的推

动下，家乡创业农民工比重呈逐年上升态势。据于伟志介绍，首府家乡创业农
民工在全部农民工（包括举家外出农民工）中的比重，2014～2016年分别为
15.4%、15.7%、16.7%，两年提升了1.3个百分点。

在首府家乡创业农民工中，从事第三产业的超过九成，达到91.4%，高出
全部农民工23.1个百分点。从业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
业、居民服务修理业、住宿餐饮业4个行业，71.2%的家乡创业者在这4个行业
发家致富。从事第二产业的仅有8.6%，而且主要集中在建筑业从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