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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刚刚过去的三八国际劳动
妇女节，品牌和商家早早闻风而动，
各种营销活动五花八门。在一片“买
买买”的声音中，小赵仍保持着冷静。

不仅是她，如今，一批和小赵一
样的年轻人开始对无节制的冲动消
费说不，喊出“不要买”的口号。不少
网友通过理性讨论等方式，对盲目、

跟风消费等行为进行反思。
小赵向记者解释“我们可以不通

过消费获得快乐”，但初衷并非拒绝
消费，而是尝试引导人们对购物这一
行为进行反思与审视，发现哪些东西
是“过度的欲望”，哪些是“智商税”，
从而减少非理性消费。

先进的制造业是现代化经济
体系的坚实基础，也是国家竞争
力的重要支撑，需要大量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
匠投身其中，且蓝领群体的就业，
一头连着民生福祉，另一头连着
社会稳定。因此，产业工人“空心
化”问题是我国高质量发展道路
上必须解决的难题。

“提升工厂吸引力是关键。
制造业不要老抱怨年轻人不愿进
厂，要多想想怎么改善他们的工
作条件。”曾湘泉建议，从权益保

障、体制机制、职业教育、就业效
率等多环节入手，保障制造业转
型升级，让更多年轻人拥抱实体
经济。

他提议，各地政府实施加速
折旧等对制造业企业优惠的税费
制度，推动数字化转型升级，同时
努力改善基层劳动者的工作生活
环境等；研究制定实施制造业企
业连续工资补贴，落实工人权益
保障，支持和规范中介服务等有
利于制造业长期发展的各种政策
和措施等。 （中国青年报）

就业结构错配问题亟待破解

年轻人真的在“逃离”工厂吗？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一份关于“鼓励年轻人少送外卖

多进工厂”的议案引发热议，让蓝领“就业难”与“招工难”
并存的窘况浮出水面。

人社部数据显示，在2021年三季度全国“最缺工”的
100个职业排行中，有58个是“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预
计至2025年，中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缺口将近
3000万人，缺口率高达48%。本该在岗位上孜孜以求、精
练技能的“蓝领”都去哪儿了？为何不再立志成为领域内
不可或缺的“能工巧匠”？

做直播、开网约车……在数
字经济的催生下，灵活就业为年
轻人开辟了就业新思路。国家统
计局披露，截至2021年年底，我
国灵活就业者已达2亿人，相比
于约7.5亿的总就业人口，灵活就
业人员占比已经超过四分之一，
其中不少人是从工厂“逃离”的。

争分夺秒送快递、风里雨里
送外卖……“薪资少、工时长、强
度大”才是不少年轻工人离职的
重要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周广肃认为，作为新兴产业，数字
经济的劳动生产效率及其创造的
经济价值可能让许多传统行业

“黯然失色”。比如，不同统计口
径显示，外卖骑手平均月薪在
4500元至5000元之间，多的甚
至上万元，更遑论网络主播等。

“不自由”也是许多年轻工人
“出逃”的原因之一。全国人大代
表、北汽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公
司汽车工人吴端华表示，当代高
学历年轻人的就业观念、就业意

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一份时间
自由、环境自由的工作，远比“机
械、重复、价值含量低”的一些工
厂工作有吸引力。

“蓝领”短缺，已经成为不少
企业的燃眉之急。中国人民大学
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就业研
究所所长曾湘泉在山东青岛等地
调研时发现，许多制造业、外贸企
业在“疯狂招人”，甚至有家2000
多人的企业专门雇用了11家中
介公司帮忙招聘。而另一方面，
城乡就业压力增大，不少劳动力
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对于这种就业结构错配的现
象，吴端华认为，这是因为蓝领人
群与岗位需求之间长期存在信息
不对称、人才结构不匹配的问题，
严重阻碍了就业效率。他认为，我
国蓝领群体普遍存在低学历、低技
能现象，尤其是农民工群体缺乏系
统的培训和学习，与制造业升级所
需的岗位技能并不匹配。这也是
工厂“招工难”的重要原因。

新业态带给年轻工人更多
选择，但也给这些以网约车司
机、外卖小哥等为代表的城市

“新蓝领”带来不少新问题。今
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天
达共和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大进
就带来一份《关于建议应重视对
网约工这一新的劳动群体权益
保障的提案》。

“新蓝领”服务着城市的大街
小巷，在城市生活中却处于相对
弱势的地位，面临着租住不稳定、
城市融入难等问题。李大进通过
查阅司法判决发现，外卖系统里
不仅有算法，还藏匿着许多法人
公司，由此形成的合同关系正把
网约工的权益死死捆住，让不少

人成为无劳动合同、无社会保险、
无劳动保障的“三无”群体。这也
是灵活就业者共同面临的问题。

另一方面，千金在手，不如一
技傍身。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到，要使用1000亿元失业保险基
金支持稳岗和培训，加快培养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急需人才，让
更多劳动者掌握一技之长、让三
百六十行行行人才辈出。

“若只是跑腿送外卖，到一定
年龄可能就力不从心了，但如果
在制造业的话，你的技术本领越
磨越硬，发展前途更广阔一些，可
以成为大国工匠、国家栋梁。”吴
端华认为，目前这种“新蓝领”就
业具有不可持续性。

删光购物平台
大二女生挑战“不网购”

网购真的省钱省时吗？半年前，20岁的小赵决定做
一位时代少数派：不再做网购“剁手族”，把自己从非理性
消费中拉出来。

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
年6月，中国网民达到了10.11亿人，其中网购用户达8.12
亿人。年轻的小赵拒绝成为这八亿分之一。

小赵是华中师范大学大二的学
生，今年刚满20岁。读高中时，周围
的同学已经开始在网上购物，作为班
里唯一一个没有手机的学生，小赵的
日常所需都由妈妈操办。网购的乐
趣，直到她读大学后才开始体会。

上大学后，小赵和大家一样，开
始热衷于网购，一切生活所需都是在网
上下单购买。她曾经在一个月时间里
买过20多支口红；同一件毛衣，她网购
的价格比实体店便宜了100多元；为了
享受满减优惠，她凑单了一箱沐浴露、
洗发水，“大学四年估计都够了”。

大一寒假，她穿着网购的棉服和

毛衣回家过年，母亲把她从上到下打
量了一番：“怎么上了大学，衣服越穿
越廉价。”后来，小赵才意识到，这在
心理学上被称为“求利心理”，是一种

“少花钱多办事”的购买心理，其核心
是“廉价”。

网购也让小赵迷失在了“精致、
轻奢、小众”的氛围里。“好像买了这
些东西，我就会和模特一样变得精
致”，为此她购入了大量现在看来无
用的东西，比如各式的香氛、项链、耳
饰、杯子等，花费不菲。但每每买回
来，她就会发现，这些东西往往只是
图片诱人，并不适合自己的风格。

网购真的让人快乐吗？小赵说，
下单的那一刻，确实得到了即刻快
乐，但收货后又发现衣服货不对版、
不合身时，就会陷入纠结与矛盾中，

“一方面想退，但又劝自己不退”。
网购真的会省钱吗？这是小赵

自省中反问自己的第二个问题。网
购让她对“下单”行为变得没有意识，
在“买它”的喧嚣声中，她一个月下单
了20多支口红。口红色号越来越多，
但常用的还是那一两支。“看似买了
便宜，其实是在变相浪费”。

购物真的会省时吗？在小赵看
来，购物平台已经兼具社交属性。上
自习时，她会不自觉打开购物网站浏
览，不知不觉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升入大二后，小赵做了一个决
定，她删除了淘宝、京东、拼多多等购
物平台，也卸载了小红书、抖音等平
台，“一身轻松”。

她把之前网购的物品进行整理，
一部分送给了学校的“爱心社”，一部
分直接丢掉处理。进行一番“断舍
离”后，小赵的生活也变得清爽起来。

现在，有需要的生活用品，她就在
学校的超市解决。换季需要买衣服，
她会列好清单，到商场一站式购入。

从线上转入线下，小赵发现，自
己反而能存下钱了。小赵每个月的
生活费有1800元，之前网购，在不经
意间就“月光”了，而现在，她每个月
还能攒下两三百元。

“不自由”是“出逃”的原因之一

“新蓝领”也有新问题

“出逃”困局何解

凑单了一箱沐浴露、洗发水，估计够用四年

拒绝网购后，曾经的月光族也能攒下钱了

“买买买”的声音中，小赵仍保持着冷静

采访中，小赵向记者多次强调，
她拒绝的不是网购，是不必要的需
求。她说：挑战“不网购”，除了节约
钱财，也意味着学习和生活中不再频
繁分心于自己想买的商品，看到琳琅
满目的店铺不再点进去，意味着在学
习和生活上都有了更多的时间，“拒
绝不自律的网购，我们才能重拾对生
活的控制感，把更多精力投入内心的

充盈与自足”。
但在这个时代，从“买买买”的消

费欲望中解脱出来并不容易。小赵
的两位好友曾打算和小赵一起拒绝
网购，遗憾的是，一位好友只坚持了
一周，另一位坚持了一个月。在消费
欲望大行其道的当下，旗帜鲜明地宣
扬“不买”，是另一种理性消费的声
音。 （长江日报）

挑战“不网购”，重拾对生活的控制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