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手记…

5月20日，湘雅路家润多超市内，甘
师傅正在修理手表。 陈俊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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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旬修表匠发愁手艺没人接
蓝领收入完胜小白领，一线岗位却频遭冷遇

蓝领收入完胜白领已是不争的事实。北京大学市
场与媒介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显示，快递员、保洁等
新蓝领月均收入为3157元，比坐办公室的秘书、文员、
出纳等职位平均月薪高出500元左右。

看着网上“农民工日薪三百仍缺人”的报道，来长
沙实习已有半年的吉首大学大四学生王章（化名），有
时会萌发“去当几个月农民工攒点钱”的想法。

然而即便如此，绝大多数求职者为了面子，还是更
愿意选择起薪只有2000元的“白领”职业，以至于八旬修
表匠愁手艺没有人接，万元薪水也招不到泥瓦匠。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黄利飞 潘海涛 杨迪

去年7月时， 记者采访了家润
多超市（湘雅路店）入口处的表档
主人王甫云，那个一头白发比其表
档更惹人注意的八旬老人，今年春
节之后就没再来修表了。

如今守着这个1.5平方米大小
表档的，是王甫云的女婿，而不是
他口中“也是一位修表老师傅，手
艺还可以”的大儿子。

其女婿甘旭伟告诉记者，王甫云
大儿子精通这门技艺如今做的却是
保安， 小儿子在电冰箱厂工作压根就
不会这门手艺，老爷子年纪大了，如今
在家修修表，指导指导“年轻人”。

甘旭伟口中所说的“年轻人”
包括今年已经52岁的自己。他是上
个世纪90年代师从岳父大人，至今

修表也已经有20多年了，“当时没
什么事情做，就跟着学了。”

如今老爷子的孙辈们，就真的
是没有一个人会这门手艺了。甘旭
伟27岁的儿子如今在重庆，他说儿
子似乎从没考虑过要回来接下这
一行当，即便这个小小的表档月收
入可以超过4000元。

如今甘旭伟面对来“求艺”的
学生伢子， 拒绝得很直接果断。他
说“学生伢子就要好好读书找份好
的工作，学修表干什么呢，我当年
就是没读什么书才做了这一行。”

还记得王甫云曾跟记者感慨
长叹： 最着急的不是表档挣不了
钱，而是这门手艺没有人接手，“我
担心人去了表档就没了。”

1990年出生的周瑜学的是建
筑设计专业，但他现在是一名一线
基建工作人员，“同学们都不理解，
以为我家里出了什么事情。” 周瑜
说，他的同班同学不是选择继续读
研深造就是出国留学，或者到设计
院工作、去房地产公司画图，所以
他从事的工作让人有点不太理解。

说心里没有一点落差是假的，
周瑜说刚去工地时确实不适应，周
围全是干了十多年的30岁以上的
“大人”，学历也不高，基本没有共
同话题。

“比如这次做张家界这个项目，
50人的团队普遍是四五十岁的人，
还有60岁的依然在搬砖。” 周瑜说，
像他一样的年轻伢子没有一个。

重体力劳动虽然辛苦， 但工

资、福利待遇却着实不错。周瑜介
绍，今年是他到工地的第5年，身兼
6职的他既做财务、 材料采购、收
发、对外沟通，又做施工员、测量工
作，月薪从当初不到2000元，到如
今1.2万元。“目前在长沙人工费由
4年前80-100元/天涨到130-150
元/天，每天工作8小时，三伏天还
有高温补贴。”

然而，薪资高并没能吸引众多
求职者的眼光。 有调查数据显示，
目前北上广等城市即便开出万元
薪水，也无人愿意做泥瓦匠。

“除了工作辛苦、单调枯燥外，
职业歧视是最大的原因。我刚做这
一行， 前辈们知道我是大学生，都
会来一句，大学生啊，怎么做这一
行。”周瑜说，这让他郁闷不已。

剃头匠的故事
剃头价从2分涨到6块
可朱师傅的剃头挑子不热了

3年前，剃头匠朱曾福来到长沙
市伍家岭波隆立交桥下， 设立了他
的“根据地”。早7点到，晚6点回，日
复一日，风雨无阻。

而今， 用粉笔在桥柱上写下的
“理发”二字，早已斑驳暗淡。他从
1964年帮人剃头开始，这50年里，他
养了三个娃，当过兵，干过保安，但
老觉得放不下这门老手艺，便有了3
年前的举动。

谈起剃头价格的变化， 朱师傅
如数家珍，“最开始的那会儿， 在长
沙望城农村‘剃包头’，剃一个才2分
钱，1976年去当兵的时候涨到了1
角， 上世纪90年代涨到了1块钱，
2000年是2块，我刚来这摆摊的时候
是5块，现在是6块了。”

随着经济的发展， 朱师傅式的
“剃头挑子”早已被装饰一新的理发
店所取代， 理发的价格也由朱师傅
的6元/次飙升到25元/次，理发师的
收入也因此水涨船高。

然而， 收入的激增并不能抵挡
在这个行业蔓延开来的“用工荒”。
长沙市松桂园新艺造型理发师刘浩
就坦言打算辞职，“早上9点上班，晚
上9点还不能下班， 工作时间太长、
太枯燥，收入一个月也才3000元，现
在的年轻人基本上没几个愿意进入
这个行当。”

又到一年端午佳节。“赛龙
舟”、“吃粽子”、“插艾草”、“喝雄黄
酒”等自然也成了人们记忆中难忘
的端午传统。笔者走访了多家超市
及舜华“湘品堂”、“临武鸭”等本土
特产专卖店，发现各大商家都已经
把粽子摆在了显眼的位置。尽管销
售高峰期还未来临，但销售人员表
示， 目前前来采购粽子的市民特别
多，礼盒粽的订购也非常火爆。而本
土品牌“舜华”粽子因咸甜适口、品种
丰富、包装精美、质量放心、价格亲民
等突出亮点已经成为了吃货和送节

的首选，是销售的大热门。
多种口味 多种组合任你挑选

在位于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61号新闻大酒店旁边的“湘品
堂”湖南特产专卖店里，笔者看到
货架上摆着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
粽子，有多种口味、多种组合任顾
客挑选。

舜华今年主打的五福粽，就有
排骨粽、碱水粽、瘦肉粽、鸭肉粽、
蛋黄肉粽五种口味。专卖店销售员
向笔者介绍，今年上市的粽子虽然
受原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价格

较往年略贵了一点，但舜华端午粽
依然在争取把最大的实惠和利益
带给顾客， 单个粽子的价格为3.6
元，自营门店的粽子优惠价格10元
3个。 此外还有售价在88元至198
元不等的精美礼盒装，送节自用两
相宜。 另外考虑到部分人的习惯，
商家在摆放商品时还特意把皮蛋、
咸蛋等产品和粽子放在一起，方便
顾客选购。
严把质量关 市民安心过端午

与此同时， 湖南省工商行政
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提醒消费者，

在选购端午粽子时一定要注意食
品安全。

那么怎样才能买到放心的粽
子呢？业内专家指出，选购粽子要
“七注意”“七不买”。

“七注意”是：一是选择信誉度
好的商家或卖场，二是认清知名品
牌标识， 三是冷柜温度必须达标，
四是检查粽子包装是否完好无破
损，五是仔细阅读标签，认准QS标
识，六是保存购买凭证，七是一次
不要购买过量并按照要求加工和
储存。“七不买”： 一是不买流动商
贩露天加工的粽子，二是不买标签
内容不完整或字迹模糊的粽子，三
是不买温度不达标的粽子，四是不
买没有包装的速冻粽子，五是不买

拆包零卖的速冻粽子，六是不买粽
叶鲜绿的粽子，七是不吃煮后颜色
更鲜绿的粽子。

此外，据“湘品堂”专卖店吴总
介绍，公司凭借经营临武鸭、东江
鱼、 湘西牛肉等产品的成功经验，
对粽子的营销更加注重口味的差
异化。同时，严把质量关也是其获
得成功的关键。舜华端午粽都采用
了真空包装保鲜工艺，不添加任何
防腐剂 。 袋装粽子袋子上都有
“QS”质量安全标志，生产地、生产
日期及保质期等一个不少。一位市
民边挑选粽子边告诉笔者：“粽子
都有了‘QS’质量安全标志，味道
也好，吃起来令人放心！”

■黄唯 李伟霞

省工商局提醒消费者：端午将至，粽子购买“七注意”“七不买”
端午粽子大战提前开锣 本土品牌舜华脱颖而出

考飞机驾照要花
67万， 求职者趋之若
鹜； 足浴技师培训免
费、基建工作人员薪资
过万、 一个1.5平方米
的修表档收入可以高
过白领月薪，却从业者
寥寥。

原因何在？
从工种上来说，它

们都属于民生服务行
业，讲得俗一点，就是
一个“伺候”人的活儿，
不是所有人都自信可
以做得到“顾客虐我千
百遍， 我待顾客如初
恋”； 从劳动强度上来
说，都需要从业人员具
备吃苦耐劳的精神，讲
究的是“多劳多得、少
劳少得、不劳不得”，而
这个社会偏偏有太多
期待“天下掉馅饼”的
人；更重要的，是社会
公众的眼光与评判，滋
生了求职者对“蓝领”
工作的不敢也不愿。

其实，当修表老师
傅感慨当年就是因为

没有读书才“沦落”到
如今要修表的境地时，
诸多在大企业的白领，
也有对自己工作“钱少
事多压力大” 的调侃：
在联想集团的说“从小
不学好，长大卖电脑”、
在设计院的说“从小不
努力，长大做设计”、在
IT公司的说“少壮不努
力，老大做IT”……

还记得前一阵北
大硕士卖米粉的消息
引爆了全网，卖米粉的
张天一说：这为什么不
可以是我追求的事业？
他的偶像是寿司之神
小野二郎，一辈子只做
一件事，把小小寿司做
成了一门艺术。

所以，也有专家大
胆预测：当清华北大的
硕士博士“卖米粉”，大
家都觉得正常不再是
新闻时，中国或许会出
现很多麦当劳、肯德基
或者沃尔玛。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黄利飞

修表匠的故事
后辈宁当保安不修表
老师傅手艺“后继无人”

泥瓦匠的故事
月入万元
90后基建工很“孤独”

当北大硕士卖米粉不再是新闻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