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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的是零工，赚的还有梦想！
蹲点浦东首家零工市场，记录打工人的辛劳（下）

展区故事

上川路服务中心，是浦东
新区首家综合性零工市场。一
拨拨打工人来到这幢两层小
院，寻找工作的机会。2023年10月
29 日挂牌至今近两个多月来，
这里对接了100多个岗位需求，
到岗人数700多人。

零工好找吗？打零工的生
活是怎样的？新的一年，他们有
哪些愿望？新民晚报记者蹲点
采访，记录“零工人”的奔波与
期盼。
（续接上期）

想有小家也思念老家

曾经，陈杰也在厂里“打过
螺丝”。因为不想过“一眼望到
头”的生活，他辞职做起了零
工，想“要么学点手艺，要么尝
试做点生意”。陈杰在餐馆厨房
做过切配，也尝试过摆摊，卖些
手工制作的小物件。平时，他还
会送外卖，在雨天到地铁站出
入口卖伞。每天，他骑着电瓶
车，有时还满载着货物，在上海
的街头飞驰。

陈杰每天都在找事情做，
盘算着收入和支出。从早上6时
到晚上 10 时，陈杰一直忙碌
着，有时一天要做三种工作。然
而，他的焦虑并没有因为忙碌而
缓解。不论是到厨房做切配还是
摆摊做手工零件，似乎都没能学
到本领，生意也鲜有起色。来到
上川路服务中心，他希望找一个
能够“学到东西”的工作，让自己
有机会掌握“立身之本”。

马海蛟同样认为，掌握一
项技术相对重要。在广东打工
期间，他曾经做过一份仓管的
工作。厂里效益不好，一天老板
突然将叉车的钥匙丢给他“让
他试试”。一来二去，他掌握了
叉车的基本操作。2019年，他辞
工回到河南老家，抽空将驾驶
证考了下来。现在，他在浦东的
一家物流企业工作。对于叉车
工来说，忙的时候一天要干满

12个小时，高峰期，腰酸背痛是
常态。他说：“物流行业会有明
显的旺季和淡季，一般上半年
用工需求较少，下半年比较旺。
同样做小时工，叉车工就比普
通的物流工稳定得多，基本可
以长期工作。”

马海蛟很少在朋友圈发信
息。打开他的主页，不用怎么滑动，
便能一览几年的动态。2018年，
一张圆明园的照片格外醒目；
2019年，是西安的兵马俑；2021年
的一张自拍里，碧海蓝天下，他
开朗地笑着。新的一年，他有一
个心愿，就是攒一笔钱，带家人
一起去多看看这个世界。

“天一冷，就想回家了。”采
访中，陈杰对记者说。几乎每一
天，他都会和父母通一个视频
电话。漂泊在外，照顾不到父
母，只能委托村里的小卖部的
人多关心，自己也会时不时送
去一些生活必需品。在餐馆打
零工时，他认识了自己的女朋
友，还想再多攒些钱结婚，在这
座城市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

温暖的小家。
临近岁末，有人早早离开

回到家乡，也有人选择留下。对
于他们来说，家是内心最柔软
的牵挂。王玉杰有一个正要上
学的儿子，由公公婆婆照顾。她
已经一年没见到孩子了，但还
是想多做一阵。“我想早点将老
家的房贷还完，然后回家好好
陪孩子读书，让他以后不要像
我们一样背井离乡到外面做
工。”她说。

张文海有同样的想法，他
的儿子十几岁的年纪，“正是用
钱的时候”，若是找到了工作，就
希望再多做一阵，如果求职不
顺，便早些回武汉与家人团聚。

零工市场，是一个人气聚
集的地方。这里寄托着打工人
的汗水，书写着打工人的生活，
承载着打工人的梦想。这份沉
甸甸的期盼，何以承托？

入夜，零工市场的工作人
员仍在忙碌。

王巧巧告诉记者，公司最
忙的时候，一天要对接60多个

用工岗位。每一天，75个招工群
里，30多条用工信息滚动发布。
当晚，所有求职者的信息就能
登记完毕，并发送给保险公司；
零时，配套的商业保险准时生
效；第二天一早，求职者便可以
直接到用工企业面试签约。通
过提高供需对接的效率，不仅
显著缩减了用工单位的招工流
程，使其更加高效便捷，而且有
效降低了求职者的等待时间，
为他们提供更为顺畅的求职体
验。此外，这里还制定张贴了严
格的服务规范与管理制度，聘
请专业律师设立零工人员诉求
调解室，保障劳动者的权益。

每一天，有近百人带着各
自的期待和心情，来到这座热
闹的小院。

上川路 301 号，仿佛一个
时空的交汇点，无声地见证着
人生。对于每一名求职者而言，
零工市场不仅是一个寻找机会
的场所，更是他们背后坚实的
支撑。在这里，有汗水也有笑
容，有失落也有希望。每一张面
孔，都藏着一个独特的故事；每
一个眼神，都闪烁着对未来的
期待和渴望。

记者手记：
初到上川路服务中心，这

里的环境超乎我的想象。不论
是农家小院式的建筑，还是里
面开放式的空间，一间间玻璃
房的设置都在诉说着三个字：
接地气。到这里找工作，没有烦
琐的流程。要做的只有两件事，
走进小院，在电子大屏上找到
心仪的工作，走进对应的房间
即可直接咨询。更让我触动的

是，这里人来人往，充满着城市
蓬勃发展的活力。

在这里，我遇见了许多零
工岗位的求职者，也看到他们
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努力生活
的情景。采访他们时，每一位采
访对象，当我问及工作、生活上
的辛苦，他们都会不假思索地
告诉我，这点辛苦没什么，遇到
的困难总会有办法解决。他们
甚至希望自己能够多辛苦一
点，以换来更好的生活。在对美
好生活的期盼中，奔波、困难、
劳累似乎都可以克服，生活的
信念坚不可摧。然而，一些高龄
群体求职难、零工岗位淡旺季
工作不稳定、一些用工行为仍
不规范等问题依然不可忽视。

在这里，我也看到在零工
“即时快招”服务模式下，一些
求职者最关心的问题有了解决
的路径。有些求职者非常担心

“空窗期”的问题。那么缩短零
工招聘流程、现场对接、即时确
认，便能缩短劳动者的等待成
本，让他们一周有更多的时间
参与工作、创造收入。对于求职
者担心招聘信息质量的问题，
零工市场设立严格的管理制度
和律师调解室来保驾护航，让
求职者不用担心遇到“黑中
介”。对于招聘信息的收集和传
达，这里更是借助了线上线下
多种渠道广泛收集。工作人员
高强度、高效率工作，确保了信
息的快速流通。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零工
市场内张贴的“小零工，大民生”
标语，身在其中，会有更深刻的
领悟。 （来源：新民晚报）

去年11月，位于杨浦滨江
C位的世界技能博物馆向公众
正式开放。这座全球首家冠以

“世界技能”之名的实体博物馆
的展区，和其他博物馆有啥区
别？每个展区里又有哪些值得
打卡的展品？接着上期，我们继
续按照展区顺序，为大家一一
介绍展区的板块结构、布展逻
辑脉络和明星展品。

展区六：技能与工业革命
Skills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世界技能博物馆三层的第
六展区，以“技能与工业革命”
为主题，展示面积 473㎡。该展
区以不断迭代、飞跃进步的四
次工业革命为线索，讲述了技
能始终是推动社会发展、确保
经济繁荣、促进社会进步、改善
人民生活水平的关键伙伴。

第六展区由一面颇具未来
感的“数字幕墙”前的结构精密
的展品开场。这是世界技能组
织与德国费斯托公司合作开发
的费斯托工业 4.0 智能制造生
产线。

这个机电一体化平台并不
是一条真正的生产线，而是代
表了一家工厂生产线7个阶段
流程的总结。在工业4.0时代，信
息和通信技术对实时优化和网
络产生了重要影响，可实现高效
的自动化生产，这一开场展品即
呈现了生产线的每个阶段是如
何协同工作的，也代表了工业革
命的每个阶段都是在前一阶段
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三百多年来，从过往的工
业革命，到当下的数字仿生，再
到未来的太空探索，都离不开
技能和水平高超的技术工人。
第六展区将带你开启一场过
去、现在和未来的技能对话。

1.蒸汽与水的跨时空对望
18 世纪，欧洲大陆西部掀

起了一场变革，撬动了人类历
史的重大转折，改变了人类的
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经济格
局。这就是始于英国的第一次
工业革命。第六展区伊始，第一
次工业革命的互动投影墙将带
大家从一条数字历史长廊开启
这场浩瀚的时空穿梭之旅。

墙上，博尔顿和瓦特制造的

往复式蒸汽机、詹姆斯·瓦特研
究改进纽科门式蒸汽机与珍妮
纺织机专利书，这3张老照片，打
开了由水与蒸汽驱动的第一次
工业革命的历史时间轴起点。

蒸汽机是将蒸汽的热能转
换为机械功的往复式动力机
械，它的诞生和广泛使用，成为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标志，
人类也自此从农耕文明与游牧
文明进入了以机械化为基础的
新时代。

1769年，詹姆斯·瓦特改良
蒸汽机，不仅为工厂制代替手

工工场的进程打下了稳固的基
石，更推动了日后汽船和蒸汽
机车的产生，提升了物流效率，
也提升了生铁的产量。

瓦特从小就表现出惊人的
动手能力以及数学上的天分，
由于身体较弱，小瓦特去学校
的时间并不多，他就在自家作
坊里“发明创造”，在这里，他拥
有自己的工具、工作台和锻炉，
并亲手制作起重机、乐器和船
只等模型。17岁时，瓦特接受大
师的培训，专注于制作罗盘、天
平和角度仪等数学仪器。

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发明
的珍妮纺织机则带来了全球纺
织业的改变。珍妮纺织机可以
一次纺八根线，从此，家庭纺纱
开始向机械化纺纱厂转变。

棉花加工量开始上涨，工
厂数量也不断增加，许多人开
始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新工厂
找工作。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
也形成和壮大起来。随着技术
发展，水力纺织机的出现也在
人力的基础上大大提升了纺织
效率与技术。

时至今日，以蒸汽和水为
动力的技术远未过时，投影墙
正对面的氢燃料电池汽车，呈
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成果在现
代的应用，拉开了一场发明家
之间跨时空对话。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上汽
氢能源车的截面，一旁的透明
移动屏展示了汽车的主要部件
与工作原理。汽车以氢能源驱
动，排放的废物则是水。在资源
紧缺的当下，清洁能源的使用
经过一代代技术人员的探索与
实践，已经成为可能。

工业革命走过数百年，不
断颠覆创新，不变的是发明家
和技术人员们利用技能打造更
加美好的世界，追求更加高质
量生活的初心。 （未完待续）

（来源：世界技能博物馆）

穿越 4 次，与技能隔空对话
畅游工业革命的改变世界之旅（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