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记者在新郑市某超
市看到，随着酷热天气的来临，
很多人都在选购绿豆。一位
70 多岁的老大爷说：“夏天喝
绿豆汤好啊，解渴。”据超市收
银员介绍，现在每天除了买绿
豆的人比较多，苦瓜、苦菊、莲
子芯等祛火类商品也很走俏，
另外像凉席、凉枕、凉坐垫等夏
凉产品销量也很高。超市不仅
将这些产品放在醒目的位置，
还设立了集中销售的专区，供
顾客选择。另外，各种冷饮、冰
糕成了小朋友们的最爱，各种
品牌的防晒霜也赢得了越来越
多爱美女士的青睐。

在超市的空调和电风扇专
柜前，销售人员介绍说，现在选
择空调的人以年轻人居多，商
家也推出降价和送礼品等各种
优惠活动，吸引更多人的目
光。而有些老年人则选择电风
扇。“与空调相比，我还是喜欢
电风扇。它比较经济实惠，对
身体健康的影响小。”新郑市民
张国强大爷边在超市里挑选电
风扇边对记者说。

与超市销售的火热情况相
映，新郑市的夜市更是一番热
闹的景象。每天下午五六点的
时候，新郑市的夜市就悄悄地

“上演”了。很多市民朋友们选
择晚饭在夜市解决。一些商家
还推出啤酒优惠活动，以吸引
更多来来往往的路人。喝上一
两杯冰爽的啤酒、吃上一盘精
美凉菜，大家露天而坐，说说笑
笑，很是惬意。商家透露，天气
越热，来吃夜市的人越多，很多
人“不差钱”，来夜市和朋友们
聊天吃饭，也是一个不错的选
择。为了吸引顾客，他们都使
出看家本领做出自己拿手的特
色菜。“很多人都是冲着特色菜
来的，觉得味道特别，来的次数
就多了。”商家说道，吃夜市喝
啤酒，几乎众人皆知，现在啤酒
的销量也是直线上升。

“夏日经济”
渐升温
本报记者 尹春灵高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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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细心的新郑市民会发现，在
该市的人民路西段，一家“新郑市零工市
场”悄然出现。这个零工市场面向哪些群
体？起到什么作用？具体如何运作？又是
否收取费用？带着这些疑问，近日，记者来
到这家零工市场一探究竟。

走进窗明几净的大厅，记者看到统一
着装的工作人员正热情地接待咨询的群
众。在“职业介绍”窗口前，两名女孩正在
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填写《求职登记表》，从
他们的交谈中，记者得知她们是在校的大
学生，想在暑假找份短期工。

趁着她们填表的间隙，记者和工作人
员交谈了起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个
零工市场是郑州地区第一家成立并开始工
作的，由新郑市政府批准成立，服务对象不
仅包括新郑零散打工人员，而且包括外来
务工人员。

“在我们这儿，求职者可以提出自己的
要求，比如工作时间、地点、待遇等，我们会
根据他们的要求，免费帮他们联系合适的
用人单位。”工作人员还介绍说，相比于求
职者简单的登记程序，用人单位要想在零
工市场招工，除了需要填写《用工单位登记
表》外，还需要提供营业执照原件、法人代
表身份证、委托书等证明文件，以证明自身
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最大限度地避免劳动
纠纷，保障求职者的合法权益。

“同样来我们这里招工的单位也可以
根据自身的工作性质，对应聘对象提出具
体要求。我们会帮他们先进行初期筛选，
然后通知符合条件的人来我们这里接受用
人单位的面试。”工作人员介绍说，他们在
职业介绍过程中的作用，就像是用人方和
求职者的“媒人”，为双方提供机会、搭建平

台，而且都是免费的。
交谈中，两名女孩填完了求职表，工作

人员看后告诉她们，现在正有一家符合她
们要求的用人单位在隔壁房间面试。于
是，记者跟随着她们，来到面试房间。

经了解，正在面试的用人单位是位于
新郑市龙湖镇的郑州宏业纺织有限公司，
公司负责招聘的人事经理王红告诉记者，
由于公司用工量比较大，以前他们要经常
到各个招聘会招工，可应聘者又不一定符
合他们的用工要求。“通过咱们新郑市零工

市场这个正规渠道招工，首先对我们企业
而言是一种保障，其次经过他们的初选，节
省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说起这个平
台，王红赞不绝口。

王红在看过两名女孩的信息后，对她
们情况进行了详细询问，随后两名女孩被
告知通过了面试。通过面试的一名女孩高
兴地说：“太开心了，本来我们就是抱着试
试看的心理，没想到这里服务这么好还不
收费，实在太感谢了！”

除了提供免费的职业介绍，新郑市零

工市场还为广大没有职业技能、但又想找
工作的人员提供免费的技能培训。

在另一个大厅内，郑州阳光家政公司
培训部的牛老师正在对几名阿姨进行培
训登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阿姨都
是之前来报名，想做月嫂但又没有资格证
的，郑州阳光家政公司是受新郑市零工市
场委托来对她们进行培训的。42 岁的邱
玉梅告诉记者，她是随丈夫从长葛来的，
之前在职业中介交了钱也没找到合适工
作。“前几天路过这儿，看见屏幕上写着免
费技能培训，就进来问问，没想到今天就
通知我来了。”

经了解，除家政培训外，零工市场还有
家电、汽车维修等其他培训，工作人员会根
据求职者的工作经历、兴趣爱好引导他们
学习适合自己的工种，“当每项培训班达到
30 人后，我们就会委托有资质的培训机构
对他们进行不少于120个课时的技能培训，
考核通过后对其发放资格证，我们再为他
们介绍工作。”工作人员说。

据新郑市零工市场管理办公室的负责
人介绍，该零工市场成立 1 个月来，登记求
职 500 余人，已成功完成职业介绍 100 余
人，“新郑市零工市场成立的初衷就是为全
市的零散打工者提供就业机会，让每一个
没有工作、没有技能的人轻松地找到工作
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该负责人说，下一步
还将尽快完善劳务派遣和人事代理服务，
为百姓搭建一个更好的服务平台。

在采访结束离开零工市场时，大厅内
来来往往的人仍然不断，看着一张张走进
来茫然的脸和一个个高兴离开的背影，记
者觉得大厅内“为人民服务”几个字更加耀
眼了。

田 地
炎热的夏天再次来袭，看着火热的太阳照射着大

地，我总能在田地里看到一个流着汗辛苦劳作的自己。
我是新郑市和庄镇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生于上

世纪50年代。那时候我家里真是一穷二白，不劳动是
绝对没有饭吃的。即使我们全家整天劳动，有时候也
不免挨饿。从我记事时，我就开始和泥土打交道，在田
地里割草、刨红薯、刨花生，在槐林里扫落叶……劳动
几乎是我生活的全部，是生存下去的唯一渠道。不管
天气多么恶劣，我都义无反顾地耕耘在田间地头，虽然
累得腰酸背疼，可我从无怨言。我慢慢地知道：只有
劳动，才能生存。红薯、高粱面、玉米面是我的家常便
饭。那时候，对于还处于童年时期的我来说，最快乐
的事情莫过于过年，家里来了客人，母亲端来掺杂着
黄面（玉米面）和少量白面（小麦面粉）的蒸馍，让客人
品尝。我和兄弟姐妹们闻着蒸馍飘散的香甜，心里痒
痒的，在心里默默祈祷着，让客人赶快走，这样我们就
可以尝一尝蒸馍的味道。而今，蒸馍在很多人眼里，
都不是稀罕的东西，我也多次咀嚼它，可是再也咀嚼
不出它香甜的味道来。

记忆中，我不知道多少次去田间劳动，或弯着腰、
或直起身子、或扛着锄头、或拿着镰刀……再次走进那
片田地，它依旧是那么的熟悉和亲切。那片田地伴随
着我度过了几十年，风风雨雨中，田间更换着风景。
春天，田间的小路两旁生长着茂盛的小草，草丛中点
缀着朵朵五颜六色的小野花；夏天，我听着小鸟的鸣
叫、草丛间蟋蟀的欢唱和田间青蛙的聒噪，看着蜜蜂
和蜻蜓在花朵间轻轻跳舞，看着一群群牛羊在路边低
头吃青草；秋天，庄稼成熟了，家家户户都喜笑颜开地
收获庄稼，小孩子们在一旁追逐着打闹、跑着跳着干
活；冬天，麦苗铺满了大地，被大雪盖上厚厚的被子。
渐渐地，田间的作物也变得不再单一，机械也越来越
发达，我还是经常来到田间，或看看庄稼的长势，或给
庄稼施肥打药……

在茁壮成长的岁月里，我不再是一个不谙世事的
孩子，慢慢地长大成家。我还是会经常带着孩子们来
到田间地头，让他们感受劳动的艰辛，让他们感受粮食
的来之不易，给他们讲我小时候的故事。经过长时间
的耳濡目染与言传身教，孩子们也都爱劳动，并明白了
劳动是件光荣的事情。他们经常帮助家里收获庄稼、
给牲畜割草、帮我做家务。

田地，就是这种植希望收获喜悦的田地，印证了我
无数的脚步，见证了我成长的历程，承载了我沉甸甸的
希望与梦想，并赋予了孩子们勤劳的品德。现在，没有
了生活的压力，我很少在田间劳作了，但是每次来到田
间，它总能勾起我无限的回忆和感慨。每当我在田间
看到茁壮成长的庄稼就会感受到辛勤劳动所带来的温
馨与幸福。

讲述人 孙水英
本报记者 昊涵高凯（整理）

周大妈的
“农家乐”

本报记者 樊鹏飞

家住新郑市城关乡的周大妈今年63岁，生活条件
挺不错的，可是本该跟着子女享清福的她一直闲不住，
趁着老伴退休在家，操起了她的“老本行”——种菜养
花。如今自家的小院俨然一个“小农场”。

走进周大妈的家，记者就像来到了一个小型的农
家乐园，大门口两侧的荒地上种了向日葵、玉米，院子
里更是满眼绿色。

“尝尝咱自己种的西红柿、黄瓜。”周大妈迫不及待
地向记者展示自己的成果。这些黄瓜、西红柿新鲜、
无公害，比市场上卖的要好吃多了。周大妈说这些是
她最得意的作品。放眼望去，小院里种有花生、黄瓜、
西红柿、樱桃树、石榴树，还有即将成熟的葡萄。来到
小院二楼，有盆栽的月季花、夹竹桃、山楂树、银杏树、
枇杷树、桃树等，各式各样的蔬果花木让人有点目不
暇接。

每天早上晨练之前，周大妈和老伴都要给它们浇
浇水，就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这些浇地的水都是
来自家里的雨水储存器，因为全国上下不都号召节约
用水嘛，我就跟老伴一起买了个不锈钢水槽，平时下雨
都把水储存起来浇地用。”周大妈笑呵呵地说，“你看这
西红柿，长得多好，今天中午能给孩子做个西红柿炒鸡
蛋啦！”

街坊邻里都知道周大妈是个热心肠，好多人还来
向她讨“种菜养花经”。周大妈会把家里多余的蔬菜瓜
果或者种子分给大家，有时还会亲自到别人家里指
导。周大妈告诉记者：“种菜种花时间长了，自己也慢
慢地了解这些蔬菜花木的生长规律，可以更加科学地
种植。自家种的蔬菜和水果没有喷过农药，吃着放心，
还能绿化环境，低碳环保、充实生活，真是一举多得。”

眼下正是向日葵盛开的季
节，它傲然绽放的花朵成了越
来越多的摄影爱好者拍摄的
“焦点”。 苗 青 摄

探访新郑市零工市场
本报记者 刘佳美 李伟彬 文/图

工作人员向求职者介绍应聘企业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