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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的迁徙
从“打工潮”到“返乡热”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瓦房变高楼、泥地
变游园、天堑变通途等一幕接一幕在神州大地上
演，这史诗般的变化离不开城市里一个特殊的人
群，那就是打工者。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
初，中国掀起一场“外出打工”的热潮，许多农民子
弟离开家乡，投身于陌生的城市，释放他们的青
春。2010年后，随着国家的多项扶持政策出台，
一大波“返乡者”开始涌现。

上世纪80年代末，沿海城市率先对外
开放，一座座工厂拔地而起，出现大量的劳
动力缺口，内地大量剩余劳动力逐渐被其
吸收。上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中国
已经基本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农业产品
的需求变得饱和，剩余劳动力开始追求经
济效益。当时的中国有 8.3 亿的劳动力资
源，其中 5.9亿就在农村，“种地”收入的减
少，导致许多人开始寻找其他致富之路，沿
海地区就恰逢其时地接纳了这股庞大的务
工流。

“那时大家都说广州好赚钱，不需要太
高的文化就可以进厂做工。”市民李女士说，
她丈夫1992年跟着达州区渡市镇的同乡到

广州打工，见到到处是工厂，到处都招人，他
们觉得这是赚钱的好时机。面对大城市的
繁华和机会，与很多抱着出门闯荡想法的人
一样，李女士也动心了，她随即踏上南下之
路，去到丈夫所在的城市——广州。

初到广州，李女士发现一切都不是他
们想的那么简单。虽然到处都有工厂招
人，但进厂就是一大难题，文化高的人很抢
手，进厂和选择工作有绝对的优势，而文化
较低的她只能做辛苦的“走线妹”。工资
低、工作累、花费高让她一度自问当初做的
选择是否正确，但回到家乡又无事可做，没
有收入就难以生活，这一切只能让她在广
州咬牙坚持。

不少打工者通过自己的辛苦劳动赚到
钱，很多人不仅在城里买了新房和私家车，
还有了一笔存款，改善了一家人的生活条
件。可“进城打工热潮”衍生出的春运、留
守儿童、空巢老人等社会问题也同样不容
忽视。

“除了春节，其他时间全在中山市。打
了 22 年工，赚到些钱，以前为的是让父母
和孩子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但却在孩
子成长路上缺席，又没在父母身边尽孝，这
心里觉得很愧疚。”杜先生悄悄抹了抹眼角
的泪水，他跟当初很多农民子弟一样，选择
南下务工。在广东中山市的一家制包厂
里，找到了一份流水线上的工作，因为点子
多、为人好、肯吃苦，他一路从普通工人做
到了小组长、车间管理员、车间主任。1995
年回家娶妻后，又将妻子接到中山市。由

于夫妻俩人的户口都在达州，孩子也就落
户在达州，并交由杜先生父母照顾。多年
在外打工让杜先生和妻子快成了个地地道
道的“老广东”，“粤语、普通话比四川话说
得溜，中山市闭着眼我都能走。”

杜先生告诉记者，每年春节回家，从达
州火车站出站口出来，他就像是到了一个
陌生的城市，回家坐公交需要靠导航，出门
购物还要家人带路。孩子的疏远和客气让
他心里最难过，每次看着那些贴身而坐不
尴尬、聊天可以嬉笑打闹的父子，他总是羡
慕无比。他自知从孩提到青春期，儿子的
成长过程他都参与甚少，想要亲密无间还
需时间。“我不能再错过孩子未来的人生历
程了。2011年我和妻子决定回达州，用积
蓄在小区楼下开了家小店，现在一家人其
乐融融的。”杜先生高兴地说。

城市里的马路越来越宽，商品也越来越
丰富，一座又一座写字楼拔地而起；农村各专
项扶贫项目启动，政府出台各种优惠政策鼓
励农民创业，大力支持特色农业发展，脱贫攻
坚的脚步向更多的角落走去。达州从城市到
农村，到处充满鼓励就业、创业的浓厚氛围。

“精准扶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使越来
越多的打工者乐意返回家乡。

“听说家里的政策好，厂里不少同乡都回
家了。”在外务工的黎先生与妻子几番商量
后，同时辞去工作回到达州。现在，妻子做超
市营业员，每个月 2500 多元，他则在汽修厂
找到工作，一月6000多元。

四川屈氏金园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
老总屈墨，上世纪 90 年代末去广州发展，做
得风声水起。2014年，了解到家乡有创业政
策扶持，他也想努力改变老家传统农业生产
的落后，毅然辞掉高薪工作，带着家人回到达
州，开启了他的农村产业发展之路。目前，他
的农业产业已扩展至7个村，涉及畜牧、羊肉
加工、水稻、青花椒等多项原生态农产品。在
自己创业的同时，他还为多地的乡民提供了
就业机会，前不久被授予“十佳帮扶企业”。
今年 9 月的西博会，他还带着自己生产的达
州特色农产品走向了更大的舞台。

忆往昔“打工潮”，看今朝“返乡热”。改
革开放40年来，曾经以他乡为出路的外出务
工者们，在政策的号召下，纷纷回乡创业发
展，享受改革开放的红利。他们见证了数十
年来达州翻天覆地的巨变，相信有了他们的
参与，达州将会焕发出勃勃生机，继续创造辉
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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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蕙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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