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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技工搶手 月薪高達萬二勝白領

千萬老漂族節後進城帶孫
二孩政策催生長者離鄉 融城難怕孤獨更怕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對於兒女在外地工作的老

人來說，離鄉照顧孫輩成為他們多數人不二的選擇。元宵節後，新一

波客流高峰到來，這其中，帶孩的「老漂族」佔據相當比例。據國家

衛計委去年底發表的數據，戶籍不在原地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

的60歲及以上的流動老年人口數量接近1,800萬，專家保守估計，僅

帶孩的「老漂族」在1,000萬以上。隨着二孩政策的實施，離鄉老人

有增加趨勢。然而，兒孫繞膝之餘，無以排遣的孤獨感、生活習慣的

改變、醫療報銷等公共服務的不足，無時無刻不在困擾着他們。兒女

新扎根的城市，難以成為他們的第二故鄉。

「老漂族」的憂與盼

在城市化和人
口流動大潮中，
越來越多的年輕

人在異地扎根，大城市成為多數人的選
擇。而本該安享晚年的父母，也隨着年
輕人生兒育女，來到大城市，照顧家族
三代。然而，重新融入一個新環境，以
及城市能否很好地接納他們，做總比說
要難。
中國有句俗話，父母在，不遠遊。然

而，社會發展下，兒女遠遊成為趨勢，
並裹挾着父母相隨。如今，千萬數量群

體老人的遷徙，就是千萬人的生存問
題。他們的生存，關係着千萬人的幸
福，甚至牽動千萬個家庭的幸福。
走訪中，幾乎每一個老人最擔心的都

是健康問題，而他們最容易出現的恰恰
是健康問題。一旦生病，必然牽動大小
兩個家庭，而醫療報銷，更是實際問
題。戶籍不在本地，報銷成為奢侈，即
使部分病種可以報銷，也要多地奔走，
本就身體不適的他們只能放棄報銷。
社會對「老漂族」的關愛也存在欠

缺。在廣州，戶籍老人搭乘公共交通有

優惠，甚至免費，戶籍在外，只能和年
輕人一樣有償乘車。城市社區內，康老
敬老種類繁多，而對外地老人來說，只
能奢望。
孤獨，也威脅着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我們的城市，應該給這些「老漂族」

更多的關愛。他們的子女在城市打拚，
為社會經濟發展作出貢獻，生養他們的
父母，在其中同樣有着間接貢獻。如果
公共資源、公共政策能夠惠及這些老
人，也許社會的和諧、文明發展，就會
更有底氣。 ■記者敖敏輝

在廣州越秀區，湖南籍老師易先生去年
下半年升級當上父親，已退休的母親

前來廣州幫助照看孩子。春節復工後，母親
還沒有回到廣州，家裡忙亂一片。

抱孫本高興 孤單如坐牢
12日，新學期開學在即，易先生在廣州

南站接到了母親，終於鬆了一口氣。「回
來見到孫子當然高興，不過，又開始『坐
牢』了。」易先生母親方姨抱起孫子，半
開玩笑地告訴記者。
方姨說，雖然坐高鐵兩個多小時就到了
廣州，但兩地生活習慣大不一樣，最苦悶
的是，這裡沒有朋友。「兒子兒媳不在
家，成天說不上一句話，很悶。」
來到廣州第三個月，方姨決定走出去，

在小區內主動搭訕帶小孩的同齡人。「剛
開始我孫子還沒出世，有的人還用警惕的
眼神看着我，好像我是人販子似的。」

遼婦貼街招 尋老鄉「嘮嗑」
來自遼寧的容奶奶，同樣長期困擾於沒

有「嘮嗑」對象。「一次，我在小區公園
看到一張『尋找帶孩老鄉』的告示，正好
是我們東北的，就打電話過去，結果真認
識到了一位老鄉，她也是苦於找不到可以
聊天的人。」
這已是容奶奶二度來廣州，兒子的大女

兒出生，她來廣州帶了4年。在老家待了
兩年，孫子出生，已經70歲的她再度南
下。「老頭子之前還跟我來，這次死活不
來了，不習慣。」

和容奶奶一樣，住在廣州芳村的王姨也
是因為女兒生二孩二次南下。「雖然以前
在廣州住過2年，但還是不熟，去年12月
孫子出生那天我一個人趕去醫院，結果坐
反了車。」
記者了解到，在廣州，像方姨、容奶

奶、王姨一樣來穗帶孩的老人不在少數。
在廣州荔灣區金宇花園，天氣好的下午，
小區公園內活躍着近百位帶孩老人。

二老多分居 無報銷優惠
為了照顧兒孫，他們離開生活了半世紀

以上的家鄉來到陌生的城市。據國家衛計
委去年12月份數據，2016年，戶籍不在原
地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60歲及以
上的流動老年人口數量接近1,800萬。他

們當中，多數人是為了照顧家族第三代
人。有專家指出，保守估計，僅帶孩的老
漂族在1,000萬以上。
記者實地走訪中發現，老漂族中，幾

乎過半人為照顧小孩而二老分居。特別
是戶籍在農村的老人，適應城市生活更
難。一人帶孩一人在老家留守務農的分
工現象比比皆是。其中，部分老人因不
會說普通話，幾乎沒有機會在異地認識
新朋友。
遙遠的異鄉，沒有朋友，孤獨感普遍存

在。同時，由於異地報銷未放開，怕生
病、怕添麻煩幾乎是每個老漂族的心結。
另外，本地老人能享受的乘車優惠、社區
老年活動等惠老敬老政策，對老漂族來
說，也是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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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異鄉老人 需要實際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盧靜怡東莞報道）農曆十五元
宵佳節剛過，有着「世界工廠」之稱的東莞也迎來外省
產業工人大規模的返城，多個大型招聘會陸續開幕。記
者赴東莞智通人才市場新春後一個大型招聘會現場發
現，招聘會吸引近630家企業提供7,500個崗位，普
工、技工仍然是最為緊缺崗位，不少企業開出月薪
6,500元（人民幣，下同）到12,000元的技工工資。而
倉庫管理、物流、業務員、餐飲服務業等崗位需求也比
較多。
對於車床、五金技工、模具技工等崗位，企業開出月

薪區間在4,500元到6,500元左右。而較高技能的機械、
電氣、電子硬件工程師則有6,000元到1,2000元左右的
薪酬，加上當地企業基本提供「包吃包住」的條件，工
資水平分分鐘勝過部分穗深白領。

普工底薪3500
至於一般普工薪酬幾何？現場絕大多數企業開出普工
底薪3,000元到3,500元，外加計件績效工資。記者留意
到，由於東莞企業普遍都提高底薪，不少企業便從工作
環境等「軟件」入手吸引員工。
東莞市永益食品公司負責人表示，公司除了安排夫妻
房或每月150元的外宿補助外，還設有「愛心基金」幫
助員工家庭。同時，他還強調公司宿舍空調、熱水器、
wifi一應俱全。不少企業也表示會對員工發放生日禮
金，每月舉行旅遊、爬山等文娛活動，為工廠生活帶來
一抹亮色。
現場除本地企業外，不乏肇慶、廣州的「過江龍」企

業前來「搶人」。有肇慶負責人稱，看中東莞產業鏈比
較完善，經驗豐富的技術工人較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盧靜怡東莞報
道）在人頭湧湧的求職隊伍中，帶着妻
子一起找工作的王先生顯得格外突出。
他告訴記者，他跟妻子在東莞打工超過
十年，自己從事模具焊工，這次希望找
到電子、五金廠的相應崗位。王先生說
期待薪水在8,000元左右。「一輪看下
來，企業招聘的起薪不算太低。但還需
要綜合考慮工作時長和管理制度，上一
份工作因為加班時間太長所以才辭

工。」他笑言，這薪水雖然看着高，但
做焊工經常要在高溫環境工作，而且操
作機器風險不少，每晚下班都非常疲
勞。
另一位在製衣廠工作多年、今年重

新找工作的老陳就表示，雖然今年開出
的底薪比較高，但還需要具體了解工廠
的工作時間。「如果在招聘會還找不到
滿意工作，會自己到大型工廠門口找機
會，順便也能考察工作環境。」

求職者：薪酬雖高 看重工時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之聲《新聞縱
橫》報道，河北衡水警方日前破獲一
宗300多人涉案的考試作弊案，抓獲
犯罪團夥主要成員20多名並查獲大量
考生資料，包括涉案考生170多人，
「槍手」100多人。這是自考試作弊
入刑以來，河北衡水查獲人數最多的
此類案件。

請槍定金高達3000元
去年10月29日，2016成人高考開考
後不久，衡水警方接到群眾匿名舉報有
人替考。民警立即趕到考點將替考「槍
手」控制，並截獲考點外專門接送「槍
手」的汽車，當場查獲15名考生，在
考生身上發現大量真假准考證。
經查證，疑犯程某、劉某在石家莊開

辦了一家教育培訓機構。自去年8月，
為牟取暴利，經營作弊生意。由程某通
過網絡渠道找願意花錢「請槍」的考
生，再在石家莊市各高校找一百多名體
形、相貌相似的「槍手」。
考生需先交一半定金，大約兩千到三千

元（人民幣，下同），通過後再收取另一
半，如果考試不能通過則全部退款。「槍
手」則獲100元到500元替考費用。
報名完畢後，團夥成員製作打印真

假兩種准考證。進考點時要出示一份
假准考證，進考場後出示真身份證和
真准考證。
警方又表示，此案中的兩名女疑犯更

是石家莊某高校在校生，在利益驅使
下，充當了中間人，她們聯絡的「槍
手」達40多人，大部分都是本校同學。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12日
凌晨，廣東梅河高速雞雄山隧道口一輛
小型客貨車與大貨車追尾。
搶救人員在小型客貨車上發現6具屍

體，並將3名傷者送醫院搶救，並脫離

生命危險。
經初查，小型客貨車為東莞牌照，車
輛及人員信息正在進一步核實中，大貨
車為福建籍車輛。目前，相關調查處理
工作正在進行中。

粵高速兩車相撞 釀6死3傷

河北破大型考試請槍案
逾300人涉案

謝奶奶 58歲 (江西人)

「第一次來廣東佛山，老伴在家務農。
最擔心的是生病，不能報銷，還給兒子
添麻煩。」

張伯和老伴 72歲和68歲 (廣西人)

「在廣州5年，飲食和出行還未習慣。
最怕生病，等孫子上小學後回老家養
老。」

李伯 65歲 (湖北人)

「老伴在家養病，獨自一人來廣州給兒
帶孩。最苦悶沒人聊天，希望在小區內
多認識老鄉。」

王姨 61歲 (廣東梅州人)

「因為女兒生二胎，第二次來廣州。人
生地不熟，最怕女兒不在家時要出門買
東西或辦事。」

■■帶孩老人來到異鄉帶孩老人來到異鄉，，帶帶
孩之餘普遍有孤獨感孩之餘普遍有孤獨感。。

記者敖敏輝記者敖敏輝攝攝

■80後、
90後紛紛
在外成家
立業，令
帶 孩 的
「老漂」
現 象 普
遍。

記者
敖敏輝攝

■■春節結束春節結束，，貴陽北站昨貴陽北站昨
日迎來旅客流量小高峰日迎來旅客流量小高峰，，
候車大廳內不乏三代同堂候車大廳內不乏三代同堂
一起回城的家庭一起回城的家庭。。 中新社中新社

■■東莞節後舉行大型招聘會東莞節後舉行大型招聘會，，
吸引不少求職者和企業參與吸引不少求職者和企業參與。。

記者盧靜怡記者盧靜怡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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