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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老人成为农民工最大“心病”

阜阳市嘉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万柳项目部

的负责人告诉政协委员，这个工地上共约有500

名工人，其中70%来自安徽。

“目前，北京的建筑行业大概有20万来自安

徽的民工。从我们这里的情况来看，工人的年

龄结构在45岁左右，他们最大的心病就是家乡

的父母成了空巢、留守老人。按年龄来算，他们

的父母大都七八十岁了，开始逐渐失去生活自

理能力，到了最需要儿女在身边照顾的阶段。

所以，希望委员们能想想办法，呼吁国家关心一

下这些在农村的空巢、留守老人。”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王鹤龄、穆可发等表示

将会关注这一问题。

民工子女上学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

“现在，跟随民工来北京的孩子多吗？他们

在北京能顺利上学吗？”全国政协委员李宏塔和

吴春梅关心地问。

该项目负责人介绍，“他们的孩子大多数还

在老家，这个数字占到95%以上。他们的子女想

在北京接受教育仍然受到诸多限制，虽然附近也

有农民工子弟学校，但教育成本还是挺高的。而

且农民工子女想在北京参加中、高考，现在看来还

是难以实现的。”

医保问题让皖籍在京企业很头疼

在调研过程中，政协委员们还来到农民工的

寝室，和他们拉家常；来到食堂，看他们中午的

伙食……当看到工人们可以享受到10个菜的午

餐时；当得知工人们每月薪水可以达到5000元

左右时，委员们宽心地点了点头。

该项目负责人说，“现在待遇也好、伙食也

好，都已经不再是在京农民工们的难题了，他们

的难题除了前面说得在家留守老人和子女入学

难外，还有一个难题就是医疗保障的问题。我

们建筑公司是在安徽注册的，无法给工人们参

加北京的基本医疗保险，但如果在安徽参保，又

不方便职工看病、报销。所以说，这个医保的问

题，也让我们十分头疼。”

80后农民工渴望留在京城

调研过程中，委员们发现大学生从事建筑业

开始变得越来越多。一位“80后”大学生工人告

诉委员，他今后想尽可能留在北京。但他也知道

在北京买房子、上户口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吴春梅委员告诉记者，委员们此次前往工地

进行调研，就是为了了解更真实的农民工生存

现状，为委员们今后参政议政、建言献策提供更

多一手的资料。“针对不同群体要有不同的帮扶

政策，对于农民工二代，要想办法解决他们在户

籍、社保、住房等方面存在的现实问题；对于城

市打工者，要建立规范的劳动力市场，加大技能

培训力度，增强他们的就业能力，提高社会对他

们的信任度。这都是我国下一步需要去研究和

解决的问题。”吴春梅说。

留守老人成为
农民工最大“心病”
全国政协委员看望皖籍在京民工，调研民工生存现状

昨日上午，在京出席全国两会的

4位在皖全国政协委员，趁着大会间

隙，来到位于北京市巴沟附近的一处

工地，看望在这里务工的皖籍民工，

调研他们的生存现状。委员们通过

调研发现，家中的留守父母、子女上

学难、医保无着落已成为眼下在京农

民工最大的“心病”。

特派记者李皖婷王玉俞宝强祝亮文/图

委员们在农民工食堂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