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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社会体制转型与工业化过程中独特的人口流动与迁移
现象，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劳动力大军，追求富裕生活的梦想使他们

步入城市，通过辛勤劳作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在这宏大的社会变迁背后，

也蕴涵着广大农民工的心路历程，以及对未来的希冀，处处透射着变迁时代
中社会个体的抗争与无奈、欢乐与泪水、成功与失败。我们编写本书的目的

是通过对农民工的深度访谈，深入地描述他们的家庭背景、求职经历、工作
条件、生活情况以及他们对未来的期望，向社会展现城市农民工生活的真实

画卷。

在此，我要衷心感谢各位同学与社会学同仁的工作，他们花费了大量的

时间和精力进行访问并进行录音资料的整理，同时也要感谢那些受访的农民

工朋友们，他们花费宝贵的时间向我们坦诚地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感受，使我
们聆听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所弹奏的华彩乐章。希望我们这本书能达成这样

一个愿望———通过他们所讲述的故事，向社会传递西安市农民工的心声，呼
唤社会各界朋友理解并关注农民工群体。

本书的访谈材料大部分是由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生，于２００９年

５月为我们社会学研究方法课程完成的作业，剩余部分是由社会学系关心农民

工问题的青年学者完成的。他们冒着初夏的燥热，访谈了３６位不同行业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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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大多数访谈都历时一小时以上，得到被访者许可后，对访问过程全部
录音，然后由同学们将录音转成文字。在大家的艰苦努力下，获得了丰富的
一手资料，使得本书得以面世。在资料整理过程中，被访者的信息均匿名处
理，被访者的名字被隐去，工作单位也以符号表示。

本书分为若干章节，每一章除了包含一段简单的前言，其他全部都是引
用农民工自己的叙述。我们编辑资料有以下几个原则：①为了使读者直接感
受农民工朋友的生活，对于农民工的生活经验，仅做了适当的时间调整和适
量的事实顺序检录。②为了保证阅读的通畅，将对话中的问题删除，只保留
对问题的回答。③将对话中重复的地方删除，做一简单合理的对话整理。④
全部报道只引用原话，不添加任何评论和意见，“原汁原味”展现农民工的心
理世界。

Ｐｅｔｅｒ．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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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导言］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城市的农民工群体已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并
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根据２００６年的统计数据，中国农民工的数量已达到

１．３２亿，现在这个数字可能接近２亿。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城市高楼林立，

霓虹闪耀，无处不散发着现代的气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飞一般的速度让世
人刮目相看。这一切正是这１亿多的农民工，用自己的辛勤与智慧托起了城

市的繁荣。中国腾飞既离不开高科技以及高智商的精英人才，同样在伴随着
钢筋混凝土的基础建设具体实施过程中，城市现代化的发展也离不开这样一

群朴实善良的农民工。他们的面庞往往并不是很美丽，他们的着装往往也并
不是很洁净，然而，正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工作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地带，一

方面为城市的发展挥汗劳作，另一方面却还要承受着来自这座城市的种种排

斥和压力。面对与城里人的生活质量的巨大差距，他们并没有太多的怨言，

当面对不公正的对待时，他们或是默默地承受，或是苦中作乐，或是在希望

中等待。他们有着勤劳的双手，城市因为他们而更加美丽，乡村也因为他们
而逐渐走向富裕。我们没有理由不关注他们，没有理由不尊重他们，也没有

理由忽视他们的心声。在这个并不属于他们的城市里，每一天，每一小时，

甚至每一分钟……都有许多农民工在辛勤劳作，他们对于城市发展的贡献无

需多言，但我们的城市又给予农民工怎么样的回报呢？遗忘甚至是所谓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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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的歧视。其实，他们的内心同我们每个人一样，他们也需要关怀，也
需要理解和尊重。

作为西部大开发桥头堡的西安市，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高新区与经
济开发区迅速崛起，曲江新区享誉全国，浐灞生态园初具规模，大唐芙蓉园
处处可见繁华的商业街，地铁、大明宫遗址公园正在勾画着这座城市美好的

未来。在这些工程的建设者中，随处可见农民工朋友的身影；还有许多农民
工奋战在西安的各个服务行业，使我们享受便捷周到的服务，包括方便的用
餐、干净整洁的环境，等等。有关调查研究显示，西安市的农民工主要分布
在建筑、餐饮与相关服务行业，还有部分在私营小企业中。经验告诉我们，

他们中大多数人文化程度较低，靠体力吃饭，生活质量也不高，个别甚至不

如在农村生活的状况，自身的合法权益更是缺乏保障。尽管他们的日工作时
间较长，但最后得到的收入并不是很多，农民工的居住条件通常较差，饮用
水、燃气、卫生间等生活基本设施并不齐全。作为出生于农村的社会科学学
者，我对农村与农民朋友有着特殊的情感，也一直想深入了解身边闪现的农
民工朋友，走进他们的心理世界，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但一直未能如愿。

２００９年５月，我有幸通过西安交大海外优秀学者授课计划，邀请到加拿
大皇家学院院士、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社会学系资深教授Ｐｅｔｅｒ．ｌｉ博士，

为我校社会学系研究生讲授高级社会学研究方法课程。出于对中国农民工问
题的关注及训练学生社会调查技能的双重目的，我与Ｐｅｔｅｒ．ｌｉ教授共同制定
了这样一个研究计划，试图用社会学的方法深度描述农民工的工作与生活状

况，以期社会公众能够更多地了解生活在他们身边的农民工朋友们。令人欣
慰的是，这一计划立即得到社会学系同仁与学子的热情参与。５月的西安，虽
刚进入夏天，已是炎热不已，但炎热的天气挡不住老师与学生们的热情，通
过对西安３６位农民工的认真访谈，我们得到了他们生活的第一手资料，现在
呈献给读者的就是这项研究计划的最终成果。在资料整理与分析过程中，先

由同学们整理原始访谈录音，然后在社会学系老师的指导下，按照相关主题
进行分类整理，由张顺副教授统稿编辑，我又进行了最后审定。参加访谈并
进行资料整理的同学有：李煜静、郭小弦、郝雨霏、王夏峥、程诚、钱丹、

马天芳、何涛、王惠、郝明松、冯渊、范辉、郭乐乐、陈佳玉、肖阳、鲁瑞
雪、陈雨婷等同学，对他们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研究的宗旨是让生活在城市的人们走进农民工的内心世界，重在可读
性而不是学术的严谨性。本书主要从农民工的背景、西安之行、建筑行业的
农民工、足浴女工的五味生活、家政服务行业的农民工、国企农民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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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生活状况、西安市农民工就业方式研究、农民工的心声、诉求与期望这八个
方面对农民工的内心世界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的描述。

如果想用心灵与农民工朋友对话，就请认真阅读本书。希望这本书能够
引起大家对走在城市边缘的这个群体有更深层的认识和关注，也希望我们城
市的明天更美好，人与人之间更和谐。

王宏波

５



书书书

　　　

　　　

［目录］

第一章　打工背景
〔加拿大〕Ｐｅｔｅｒ．Ｌｉ／１

…………………………
………………………
第二章　西安之路 彭　瑾／２２……………
第三章　建筑行业的农民工 童　梅／４３…
第四章　足浴女工的五味生活

　　 杨建科／５９……………………………
第五章　家政服务行业的农民工

　　 罗亚萍　钱　丹／７７…………………
第六章　国企农民工的工作生活状况

　　 贾宝云／９６……………………………
第七章　餐饮业的农民工 李黎明／１１３……
第八章　农民工就业与求职

　　 张　顺　钱泽勇／１２７…………………
第九章　农民工的心声

　　 李永胜　孙　坚／１４８……………………………………………………

１



打工背景　

第一章
打工背景 Ｐｅｔｅｒ．ｌｉ

·一般印象·

被访的农民工来源很广泛，有些来自城市的郊区、村镇，有些则是跨省、

跨市远道而来。他们穿梭于西安许多不同的行业之中，为西安的繁荣和发展

作出了不可抹杀的贡献，他们的背景有着共同点，也有许多不同之处。

被访的农民工大部分只具有较低的教育水平与文化程度，能有高中教育

水平的已经算是不错了，很多只有初中或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后来就再没有

机会读书。其中的原因很多：有些是因为自身学习成绩不好，对读书缺乏兴

趣，所以停止继续学习；也有其他的因素，比如家庭发生变化，经济压力，

造成他们最终辍学；有些则是因为父母重男轻女，不鼓励农村的女孩子完成

学业，比如受访者小陈三姐妹，都没有完成初中学业，并不是因为成绩不好，

而是父母不鼓励女孩读书，只希望他们早点工作赚钱养家。还有些农村妇女

因为家庭关系紧张，不愿待在家里，就来到城市工作。如食堂工人乔大婶，

１



因为跟丈夫关系破裂，便自己跑到西安工作，回避家庭矛盾，不愿意再回家。

由于农民工的教育文化程度有限，他们到城市工作只能干普通体力或简
单劳动的工作，主要从事体力劳动或服务行业，这些工作一般都是工资低且
不稳定的，工作条件不理想，待遇较差；而另一些人工作以后参加了工作培
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作条件，但他们依然属于体力劳动者阶层。

被访的农民工来城市谋生，并不一定是因为家乡生活困难，食不果腹，

他们基本上在家乡是有田有地，可以耕种过活，但他们却愿意离开家乡熟悉
的环境到陌生的城市谋生，主要是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追求更美好的
生活。譬如被访者小张，从她两个孩子未满１０岁开始便长期在外工作，起初
打工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以支持孩子读书，孩子成人以至大学毕业后，

小张还继续在城里打工，目的是为了孩子能够在城市买房。又如被访的何先
生，他是１９９８年送女儿上大学来到西安，也一并留在西安工作，争取更高的
收入，支持他的女儿完成学业。大多数被访的农民工的家乡都在经济较为落
后的地区，在家乡除了农作以外，很少有其他工作机会，导致农村存在大量
的剩余劳动力，只能来到城市寻找机会。城市的工资一般要比农村耕种收入

优厚，这也是农民工到城里工作的主要原因。大量的青壮年农民离开农村到
城市工作，造成大部分农活由老人来承担，如果家里没有老人进行农业生产，

夫妻两人则一个留在农村务农，另一个到城市打工赚钱。

来西安以前，很多被访的农民工都有过到其他地区工作的经历，他们在
外的经历也都不一，分别来自不同的行业与地区，但每个地区、每份工作的

时间都比较短，一般是半年或者一年。他们换工作大多是因为工资太低，或
是因为工作条件太苛刻，或因为尝试开小店失败。有些被访的农民工的经历
是非常坎坷的，在外辛辛苦苦工作多年，到头来还只能应付目前的生活，不
能为将来做更好的打算，更不能实现他们在城市买房子的梦想。但也有成功
的例子，从工人到经理，再到老板。有些被访的农民工是只身到城市打工，

后来渐渐把家人迁到城市，最后全家都在城市生活、工作，依然只能拥有农
村户口；有的则一开始就全家搬到城市找工作，家乡的农田就交给老人耕种；

也有的农民工２０岁出头就到城市工作，工作一段时间才成家。

农民工常常因为工作的关系，不能和家人一起生活，只能在城市工作的
地方和家乡之间来回奔波，长期在外赚钱，跟家人团聚的时间很短。随着交

通信息的发展，农民工有机会常回家探亲和亲人保持联系。

农民工对家乡的情愫很复杂：一方面他们希望留在城市，因为这儿有较
高的工资，儿女有较好的教育机会；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想放弃农民的户口、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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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背景　

耕地，主要是因为耕地能带给他们最基本的生活依靠，万一城市工作失败、

经济萧条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回老家生活。农民工这种对家乡藕断丝连的情
愫，除了个人利益因素外，还表现出政府到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处理农民
工的政策，以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以及城市劳动力需求和涉及劳动力流动的

问题。农民工有一股令人敬佩的精神，他们任劳任怨，节衣缩食，为改善自
己和家人的生活条件，通过辛苦的劳动，获得他们的回报，为自己及自己的
家人、子女谋求更加美好和光明的未来。

　王某，女，１７岁，服务员　

我是陕北清涧的，沟你听说过没，就是城里的第一个村子，大概有

几百个人。我家里还有爸爸妈妈，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奶奶爷爷也都在呢。

我没有外公外婆，我外婆去世早嘛，我妈妈十六七岁时，我外婆就死了。
……我外公我们只见过几面，现在也不在了……我爸爸４１ （岁），我妈妈４０
（岁）。我爸爸他现在在老家。他不是一个石匠嘛，他给人家就是……盖房子
呢嘛，就是关于石头那个活。然后我妈妈在西安也在外面上班着呢。２００５年
（出来工作），她自己跟我爸爸出来的，因为他感觉老家待腻了，而且他感觉

老家做生意啥的都不适合他，所以他就出来……我们家有地呢，我们家的地
让我奶奶种着呢。我们家吃的那些蔬菜什么的都是买的，我妈妈还在家里面
干家务活，照顾我们。然后我爸爸是石匠，一天在外面，他不是包的一个工

嘛，包的一个工程，然后他就管那工程呢……我爸爸是包工头嘛，也雇了很
多小工嘛，帮我爸爸干活呢。我爸爸要给人家发工资嘛，人家老板出钱嘛，

然后人家老板把我爸爸骗了，老板跑了，所以我爸爸欠了一屁股债，几千呢
嘛，然后我爸爸贷款给人家还，还是还不完。现在还欠别人贷款，也欠小工

的钱没还呢。我爸爸一直在找那个老板呢，一直没找到，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人家天天到我们家要钱呢，我爸爸也没办法，所以就到西安来了，就不在农
村待了。但是他在西安……他……因为是个石匠嘛，其他什么也不会，所以

在西安待着也没工作。他卖过水果，感觉不挣钱，所以现在他又回老家去了。

他就慢慢挣钱，然后就给别人还……我爸爸现在又包了一个工程，还在干呢。

我妈妈是和我爸爸一块儿出来的。我妈妈她不是……因为别人把我们骗

了嘛，所以她也不想回老家，她就想在西安清静些，她就想一直待在西安。

虽然打工挺难的，但是对我妈妈来说，打工有一份工作，也是……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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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打工其实挺好的，所以我妈妈就想一直待在西安，她不想回去……她
找的第一份工作是给别人洗碗。洗碗的时候，我妈妈每个月是６００块钱，我
妈妈她不是……她在家的时候，我们家有六口人，我们在念书嘛，所以我们
的衣服都要我妈妈洗，每次我妈妈洗衣服，都是洗两大盆。所以她的手洗出
毛病来，她给人家洗碗洗了几个月，由于皮肤不好嘛，适应不了，所以就得
病了。医生说不让我妈妈多碰水，所以她就不干洗碗这份工作了。后来她又
另找了份工作，就是当服务员，给人家扫地啥的。

然后我大姐也不念书了，她也到西安来。我妈妈给她找的第一份工作是
卖汽车上的零件。给人家卖的就是火车上、汽车上面椅子套之类的。我和我
二姐在老家念书，我们两个跟我奶奶待在一块儿，我奶奶给我们做饭，衣服
呢是我们自己洗呢，因为……当然，毕竟是奶奶，她年纪也大了，所以好多
事情都是我们干的，她就是给我们做饭……我奶奶今年快７０岁了吧。我爷爷

８０岁了……我们老家有很多很多苹果，我奶奶每次都收拾苹果呢，而且啊，

她们家现在啥都有呢，有猫有狗……嗯……牛羊都有呢。我奶奶爷爷自己过
呢……虽然我爸爸那个样子，他们还是对我爸爸挺好的，他们也挺疼我们的
……他们主要是很早很早以前……我爷爷很早以前赚了很多钱，给自己买了
牛买了羊，然后卖牛卖羊，他们其实都老了嘛，也不费钱，他们跟我爸爸和
二爸说一年给他们几千块钱，一年也就够生活费了。

我弟弟和大姐都到西安来了，就我和我二姐跟爷爷住。就学校里要收钱
什么的，我们给我爸爸打个电话，他把钱邮过来。我们买洗衣粉啊什么的，

都不用爷爷的钱，都是我爸爸邮过来的。

我弟弟现在在念小学，快毕业了。我们姐妹三个都没把初中念完……她
（姐姐）念书也不是学习，是胡玩呢，我爸说胡玩就别念了。她说哦，那我就
不念了，她也是听我爸的话就不念了。

我也是把小学上完，初中上了几天就不上了。上初中时贪玩嘛，上晚自
习时，我们好几个女孩就一起出去逛马路，一晚上都不回去。就不听老师的
话，然后老师就叫家长，把我妈妈、爸爸叫去，然后我爸爸听了之后就不让
我念书了。我好伤心好伤心啊，但是没有办法，我要听他的话，所以就不念
了……他意思就是说，你念不进去书就别念了，早点出去赚钱。我有的时候
不喜欢我爸爸，虽然我很尊重他把他当长辈，可我心里觉得他不为我们着想，

不关心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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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背景　

　张某，女，４７岁，在外打工多年，从工厂到餐饮
类，直至现在的保姆　

　　 （我）家是河南的，我今年４７岁了，我是河南周口的，反正是农村的，

生活条件也不好，家里有俺掌柜的，还有两个儿子……俺掌柜的现在４９岁

了，他现在没啥职业了，反正在农村嘛，也就是种点地，现在家里面就剩他
自己了。那时候还想着跟人家合伙办个厂，啥厂，也就是制醋，自己制那种

粮食醋，后来我也不太清楚他那事，反正是没有做成，现在在家里种种地，

农闲时出去给人家打个零工，也就这样。

俺掌柜的是逃难逃出来的……他家发大水……大概就是六几年吧，那时
我还小……我吧，就是那没人要的孩子，就是被我现在的爹娘养活了，他们

没有孩子，我爹娘先捡的俺掌柜，后来又捡的我，我本来跟俺掌柜年纪差不
多，他也一直对我很好，爹娘也有那意思，就觉得我们俩关系很好，感情也

很好，就由兄妹变成了夫妻，也就这样。我的养父已经去世了，现在只剩下
我娘了。跟我娘吧，关系说不上特别好，她人老了，爱嘟囔，爱管闲事，有

时候就觉得特别烦，但是，农村吧，也就那样，她原来是娘，现在是婆子，

也就那样，日子还能过吧。他们没文化，就在家里面种地。

１９９０年吧 （来到城市），当时大的孩子快１０岁了吧，小的也都六七岁了，

家里面没有钱，孩子得花钱，正好有厂子在我们那儿招工呢，在纸箱厂……

做了一年，刚开始去的时候，招了５０几个人，有没有上过学的，有上到初中

的，初中毕业的只有６个人，就把我们这些上过学的培训了一下，又挑了两
个人去学技术，修机器弄箱子设计箱子，还包括刻板了什么的，等于就是全

套技术，从一张纸过去，要做成一个箱子，全过程学……我后来把它全学会
了，就当上了车间主任，另外一个同事就当财会……她从早上７点多一直工

作到……，像我这车间主任，干完了之后还要设计箱子，机器坏了自己修，

十几台机器都是自己修，要把图纸拿来自己看，人家需要多大的箱子，你就

要把箱子设计出来，还有那斤两，就好比你在外面买苹果，苹果有的箱子，

箱子便宜，苹果贵，他把箱子弄得重一点，所以箱子的大小重量这都是很严

格的事。后来我得急性阑尾炎了就不干了……每天晚上修机器到十一二点，

前一天晚上修不好，第二天就不能用，赶得紧，所以这不是女人干的事，父

母不让干，俺掌柜也不让干，催着让回去，开始学的时候心劲强，后来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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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机器，油得很，咋说呢，也不是说油，多方面的原因，家里人不让干，爹
娘心疼，他们那饮食也不好，关键是饮食，你说辛苦点饮食好点也行，工资
高点就干下去，工资也不高，一个月１５０块钱，其他的工人一个月１００块钱
……咋说呢，我们是农村来的嘛，农民嘛，你要不想干就回去种地去，他有
人给吃的有人给花的这些钱就行了嘛……那农村穷，我们都上不起学，特别

是女孩，如果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学习不是拔尖的第一名，一般都是上完
中学就不会上了，都退下来。说实话，我们几个出来的学习都还可以，但由
于家里穷都上不了了，都退下来了。不像现在，现在可以了，只要你学习好，

家里穷国家可以资助，原先不行，在那干了一年就出来了，在那不行，就回
家种地了。

回家歇了一年，实在不行，孩子上学缺钱花，就又出来了。这一次转入
餐饮行业了，其他单位进不了，你没有文化，限制着你，只能进餐饮行业，

在小餐馆里洗碗嘛。
（工作是）自己找的，那不是有就业市场吗？自己在那里找的。有人说中

介也好，就在中介也交过钱，开始在劳务市场干了半年，就感觉到劳务市场

也不行，找的都是小饭馆，我们就开始应聘，找大的餐馆自己去应聘，干的
还行……反正出来，也不是那么好，没有吃的，没有住的……说实话那时候
的老板都不行，小饭馆里面的老板不发工资就赶你走……从早上８点开业干
到晚上１２点关门，最早也是１１点关门。中午就趴在桌子上歇息会儿，晚上
回去睡觉，后来小饭馆我就不干了，去大饭馆里面干，干完赚了一些钱，自

己给自己较劲，说不进入餐饮行业了，自己就开始批发点衣服摆地摊。摆了
两个月，感觉太累太辛苦，不行，也赚不了几个钱，所以又进入餐饮行业了，

因为攒了些钱，１９９８年就自己开小饭馆……后来小饭馆干干也赚不了几个钱，

反正咋说呢，多方面的因素，就这样干了几年，后来就赔了，也干不下去了，

哎呀，想着自己干，也没那个实力了。完了，就又去给人家打工，就想着苦

点累点把孩子供出来，两个孩子学习都很努力，成绩也很好，就把希望寄托
在他们身上。自己小的时候因为上学不让上了，再说因为家庭情况也在那放
着，所以不让上也没有啥怨父母的。

（问：那您一直在外面待着，经常回家吗？）那时候经常回，孩子上学，

掌柜的在家，爹娘也在家，经常回去看，不过我一回家就不想再出来，但是

待上两个月就又想来了，因为在农村没有啥发展，那时候我在家做过一段手
工。我们那有头发加工厂，这种加工厂大大小小很多的，有时候活在厂里干
不完，就让拿出来干……我们有专门做外协的，就是我们这些不想去厂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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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背景　

班的，有专人负责去厂里把货领回来，我们去他那儿领，自己加工好后在给
他送过去，他给我们发加工费，是按件算的……就是手工活，但比较辛苦，

天天坐在那里，手累脖子累，做的屁股疼。货多了，一个月能赚个八九百，

货少了，可能也就是四五百，是按件算的，不稳定。没办法，还得出来，后
来就又去城里了……最重要是为了孩子，还得出来，农村的教育还是跟城市

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想着在外面打工拼一把，将来留在城市里，后来这梦想
破灭了，就想着为了孩子，希望孩子有个好的将来，不要像咱现在这样。

（问：那您后来进城市之后做的又是什么啊？）还是干餐饮，是一个比较
大的餐馆。餐饮行业存在一个啥问题啊？早上９点钟上班，中午２点钟下班，

下午是从５点到晚上９点，这样你能给孩子做饭吗？两个孩子都上初中，咱

又没钱让他们在外面吃饭，只能在家里给他们做饭吃，可餐馆的上班时间刚
好跟咱的作息时间相反，跟小孩的上学时间相反，时间首先把你限制着，干
不成，所以为了给孩子做饭，只能去干钟点工，钟点工时间是自由的，进入
别人的家庭，就这样，我还做过钟点工。钟点工啊，感觉还行，那就是嘛，

孩子放学了可以回去做饭嘛，干这个钟点工嘛，累是累，但可以赚到钱。是

按小时，不一样，有两个小时，四个小时的，长白工的，我干的是半天工，

就是早上８点半到１１点半，一个月３５０块钱。我的一个老乡，也是做钟点工
的，房子很小，只有几平方米，我主要是给我孩子做饭。出来打工不就是为
了赚钱，拥挤点苦点也没啥，只要能赚到钱。

……俺掌柜的在老家，我们承包的有地，十几亩呢，俺爹娘年纪也大了，

不过还能帮他一把，他们在家里种地，卖点粮食，也能攒点钱。
（问：那你们怎么联系啊？）我回家，或者是他来看我，但主要是我回家，

因为他来这儿没地方住。我那时干活的城市离我家还近，坐车也就是一个小
时，但也没有回去太勤，车费也是钱啊，一两个月回去一次吧，农忙的时候
回家几天，家里地多，农忙时忙不过来，得回去干几天活。

人都是，栽跟头多了……我在我们那边的时候，看到生活广场那边的房
子挺好的，我们就想租下来开饭馆，哎呀，他们给我们说，你看开饭馆必须
要投资，我们说签合同，他们说不用签合同，一直租给我们，我们就租了，

但只租了三个月人家就不租了，结果那三个月是冬天最冷的时候，生意不好，

估计就是赔了，不想干了，就想把房子租出去，结果我们租了三个月，刚稳

定住，他们就把房子收回去了。我们没有找政府，也没有想着找政府，你没
有签合同，什么都没有，只有口头协议，说一下一个月交多少钱，到时人家
都收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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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钱一收就走了，刚好到那一天，他把房租一收，说你搬吧，我们
这房子到期了不能租给你了，你走吧，随便找个理由说不让干了。搬吧，你
说你能咋办，只能把那些东西搬回家，投资的钱，等于就是说你辛苦了那段
时间买的冰箱了啥的，那些东西在平常的生活中我们都用不起，都又便宜处
理了，一时半刻也找不到再能租的房子，只能廉价又卖了，那个跟头栽的，

确实是赔了将近１００００块钱，冰箱了啥的，找房子了的，浪费了好多时间，

对于我们这些打工的来说时间就是金钱，重要得很……开餐馆当然是和俺掌
柜一起了，我自己哪有那么大本事啊，开一个餐馆，就是再小一个女的也不
中的。后来俺掌柜就又回去种地了，我在外面在饭馆里面打工……那时孩子
还小，还上着高中，再说了，孩子吧，只要他用工学习就行了，别的也不让

他操心。

两个儿子，咋说呢，应该提起来还很高兴吧，都上的大学，老大学的是
法律，老二学的是公安类的，他们都在河南，都毕业了，反正也是，那时候
参加啥考试，也不太清楚，就是最后找人托关系啥的，就是也都安排工作了。

我家老大学的是法律，所以后来毕业后就在律师事务所里先给人家干着。老

二学的是公安嘛，反正是走关系吧，也参加了那啥考试，咱也不懂，考试结
束了，就找找人，说说好话，送点礼，也就是在公安局里上班。现在都流行
这个，人家都送了你不送，会把你的名额顶替的，公安局也不好进啊，没有
人考再高的分也进不去。我大表哥在北京当官，还是找的他，好不容易才进
去的，花了不少钱呢。

来做这个吧，毕竟两个孩子上班之后，都是在城市里上班嘛，在我们那
儿的周口市，都想在城市里买房子，都不想回农村，但是小孩买房子吧，你
说他们两个上大学，家里面的钱也都花光了，再给他们找找工作，家里面都
没有钱了，还欠的有钱，所以他们买房子也买不起，就想着出来打个工赚个
钱给他们攒点钱，能让他们早点买房子住。来西安是因为家里亲戚介绍的，

我现在干的这一家，应该说算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在西安这边做生意，生
意做得比较大，家里面缺个保姆，他给的钱比较多，相对我们那边来说比较
高吧，就想着毕竟也是亲戚，就过来这边做了……九百块钱 （一个月）我一
般都存起来了，因为出来就是想着给自己的孩子攒钱买房子的，再说你看这
有吃的有住的，所以也没啥花钱的地方，咱是农村人，赚钱不容易，也就不

咋花，饿了在家里做饭，她又不是说不让我吃，是我想吃啥就做啥……一个
星期打个电话，我的孩子想我了就会给我打电话，他们给我打电话多点，也
就是电话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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