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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 丽

□ 本报实习生 林铭溱

  65岁的王辉来自广东，育有两女一儿，但子女的收

入只够应付自己小家庭的生活开支，他不得不靠打工

来增加收入，负担自己和老伴的生活开支及医药费用，

经熟人介绍他在一家物流公司干起了保安；

  63岁的黄英“上有老下有小”，在河南老家有年迈的

父母需要赡养，刚上大学的女儿每年支出也不少，她不

得不到大城市打工挣钱，目前在干钟点工；

  63岁的陈军跟随儿子一家从浙江小县城来到上海，

为了给儿子的小家庭减轻点经济负担，他在一家饭店

做起了勤杂工……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许多低龄老人

（60—69岁）因种种原因，虽然到了退休年龄，却仍然选

择工作为家庭“撑起半边天”。可对于他们来说，要找到

一份工作尤其是合适的工作并不容易；即使找到了一

份工作，可能也会因其法律意识薄弱或一些工作的临

时性，导致职业保障力度不足。

增加收入补贴家用

老人就业意愿强烈

  王辉的两个女儿都已成家，儿子目前靠打零工养

活自己。为了不给子女增加负担，他前几年经人介绍到

邻村的工厂做保安，生活勉强能够维持。

  “年轻时有年轻时的困难，老了有老了的难处。”王

辉说，之前自己靠种地和打零工将儿女抚养长大，并没

有留下多少积蓄，如今年纪大了，可以领城乡居民社会

养老保险金，但对于其生活开支而言远远不够。

  随着年龄增长，王辉的老伴出现了脑梗、“三高”等

问题，需要定期治疗用药，他有了新的经济负担。此外，

前几年因为老房子破败，王辉还借钱盖了新房子，至今

尚未还清借款，他只能趁着还有力气拼命找活干。

  黄英本来有些积蓄，可儿子去年成家，按照老家风

俗，儿子结婚的彩礼、婚房、宴请都需要男方支付。为

此，她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黄英还有一个女儿，今

年刚上大学，学费也是一大笔支出，她不得不外出

打工。

  陈军的儿子几年前考上了上海一所高校，后在上

海成家立业，一家人拿出全部积蓄，才支付了一套“老

破小”房子的首付。陈军本来和老伴来上海帮忙照料孙

子，看到儿子家每月支出那么高、房贷压力这么大，他

立即去附近一家饭店干起了勤杂工。

  “孩子经济负担重，我趁着现在身体还不错，出来

干活给他们分担一部分，不然心里也过意不去。”陈

军说。

  这样的老年人不在少数。2023年下半年，国家统

计局济南调查队选取106名60岁以上老年人进行调

研，结果显示79 .1%的受访者有“再就业的意愿”。当

被问及“再就业的主要目的”时，“增加收入、补贴家

用”的占7 5 . 2 % ，“保持精神和身体上的活力”的占

42.9%，“填补时间空白、充实生活”的占42.9%，“实现

自我价值、发挥余热”的占14.3%。此外，当被问及“健

康状况如何”时，75 .2%的受访者表示“非常健康”和

“比较健康”。

求职缺乏正规渠道

工作限于“辛苦活”

  上述调研结果同时显示，老年群体再就业存在缺

乏职业技能培训机会、技能知识不足、社会保障体系不

完善、择业范围狭窄等问题，亟待各方关注和协调

解决。

  多名受访老人对此表示深有同感。记者在北京、上

海、河南等地采访了65名年龄超过60岁的劳动者，近

八成受访者认为“就业岗位受限（比如仅有保洁保安

等岗位）”，四成受访者认为“薪酬低于同岗位年轻

人”，认为“技能过时”的超过三成，认为“薪酬较低”的

也有四成左右。

  有受访者提出，他们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发现，“年

龄壁垒”是其面临的最大考验，他们能做的工作大多

只限于一些“辛苦活”，比如洗碗工、餐厅服务员、保

洁员、保安、护工等，就业岗位相对较为狭窄；即使能

在有限的工作里做选择，他们也常常因“高龄”而被拒

之门外。

  “我以前干过很多零工，比如水电工、建筑搬运工

等，后来年纪大了，很多工厂和工地不接受60岁以上的

人，如果没有熟人介绍，很难有活干。”王辉说，可近年

来即使是熟人介绍的零工也不稳定，只能“有一搭没一

搭地过”。

  3年前，有人介绍他去一家物流公司做保安，他这

才算找到了一份比较靠谱的工作。每天日夜交叉轮班

工作12个小时，一个月有3650元的收入。

  昼夜颠倒的节奏把王辉的身体熬出了问题。近期

他总感觉头晕眼花，在家人的劝说下去医院做了全身

检查，才发现患有脑膜瘤、冠心病、萎缩性胃炎等7项病

症。现在，他不仅担心治病费用问题，还担心因为生病

而失去工作和收入。

  黄英辗转来到广东后，曾尝试靠自己应聘进入家

政行业。

  “去了很多家政机构，对方听说我快60岁了，直接就

说年纪太大不合适，并且就算他们收了我，雇主那边

也可能因为我年纪大而不满意。”屡屡碰壁后，黄英

尝试联系在广东的同乡。经同乡介绍，她才接到了第

一份钟点工的工作，再通过雇主之间的介绍接到了更

多的活。

  陈军是高中学历，在同一批老人中“算是有文化

的”，退休前在县城一家企业当办公室职员，退休后找

不到合适的工作，现在在餐馆负责洗菜、切菜、洗碗。

  即使是杂活，也有年龄限制。陈军告诉记者，在找

到这份工作前，他也曾应聘过其他餐厅的勤杂工、工厂

的保安等工作，都因年龄问题碰壁。

  无奈之下，在这家餐厅应聘时被问及年龄，陈军含

糊地说50多岁，试岗两天后，老板认为陈军符合岗位要

求，决定聘用他。可在进行身份证信息登记时，他谎报

年龄的事儿被“戳破”了。

  记者查阅招聘网站信息发现，诸如服务员、后厨、

配菜、打包等餐饮业职工招聘，不论是酒店宾馆或是私

家饭馆，大多要求应聘者年龄在55岁以下，或直接写明

“年轻些的优先”。在诸如工地搬运工、保安等职位招聘

信息里，大多要求应聘者年龄应当低于60周岁。

  “招聘时肯定有一道年龄的坎。在能力差不多的情

况下，当然希望越年轻的越好。”陈军所在饭店老板刘

博告诉记者，像陈军这样在应聘时谎报年龄的老人不

在少数。“对一些不太重的活，我如果觉得这个人干得

合适，即使发现谎报年龄还是会留下。但对一些比较重

的活，肯定要限制年龄的。”

  “我们工地顶多会让50岁出头的工人继续干，如果

到了60岁，除非是技术工，否则肯定不会接受。”在北京

招工的包工头王谦告诉记者，工地上的体力活对年纪

较大的老人而言具有一定危险性，为了保证用工安全，

他们会在年龄上做严格的限制。

老人权益难以保障

容易遭到区别对待

  对于银发求职者而言，找到工作尚且不易，找到能

保障自身权益的工作更是难上加难。

  王辉入职物流公司后不久，遇到公司裁员降本。第一

批先裁岁数大的，当时公司领导说只留两个保安，剩下的

都得走。由于王辉是本地人，干活踏实，幸运地留了下来，

另外3名外地的和他年纪差不多的都被辞退了。

  王辉介绍，入职时他们没有与公司签订合同，也没

有约定工期，只是经熟人介绍“有一份活先干着”，被辞

退的工友也没有得到赔偿金。

  “很多人也想不到向公司索要赔偿，往往都是自认

倒霉。后来有熟人提醒，工友们才意识到原来可以争取

自己的合法权益。”王辉说，最后经协商，厂里给了他们

每人一个月的工资当作赔偿，1名工友选择“拿钱走

人”，另外两名到劳动部门投诉，希望得到多一点赔偿，

可由于入职时他们只与公司达成口头协议，维权之路

并不容易。

  此外，记者调查发现，在用工期间，雇用方对于不

同年龄段的员工存在因年龄产生的区别对待。

  “在我们厂里，年纪大的和年轻员工结算工钱的方

式是不一样的。”王生在广东经营一家食品包装厂，在

厂里，55岁以上年纪的工人是按件结算，而年轻人则是

按天结算。按照做食品装盒这一工序的流水线工人来

算，年轻人按时结算，每天做满12小时，一个小时是13

元。但对于做同一工作的老人来说，他们按件结算，装

满30个一版的产品计一件，一件的工钱是2毛钱。

  “总体来说，厂里的年轻人比老人每个月多挣1000

多元。”王生告诉记者，在这些手工类流水线工作中，年

龄大的劳动者计件、年轻人计时的结算方式在当地工

厂已经是一种约定俗成，对于老人的劳动能力，他们并

不会有一对一的衡量，多是一概而论。

  在上海经营饭馆的刘博也承认，年轻员工与老年

员工之间存在明显的收入差异。“像我们饭店的服务员

岗位工资会比勤杂工高，他们还有一些提成，一个月能

够挣到六七千元。”刘博坦言，诸如服务员的职位并不

会考虑雇用年纪大的人，在形象、待人接物以及一些点

评软件的使用上，年纪大的人可能无法胜任，所以通常

会安排年纪大的求职者做一些后厨、勤杂工作，这些工

作的工资肯定不如服务员高。

  “事实上，在用工稳定性方面，老人比年轻人强得

多。”刘博说，“饭店这些年走了不少年轻人，他们中很

多人觉得自己年轻还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店里现在的

老员工其实基本是年纪大的，他们干得比较踏实。”

  对于陈军而言，能够找到一个愿意接纳自己“一把

年纪”又不会随意裁员的雇主实属难得，“我们也知道

自己肯定没有年轻人头脑灵活身体好，现在这份工作

也是我能力范围内能做的，希望能一直干下去吧”。

就业信息平台欠缺

打通壁垒颇为关键

  记者调查发现，当前老年人再就业中，在寻求就业

机会时主要依赖传统的熟人推荐，缺乏专门针对老年

群体的就业信息平台，他们难以获取多元化的职位信

息。寻找工作时受年龄、健康状况及技能水平等因素的

制约，在求职过程中往往不得不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

接受相对不利的条件，以“补贴家用”的心态从事体力

劳动、服务性岗位或临时性的零工工作。

  在记者采访的65名老年人中，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

表示当前“没有针对老年人就业的招聘渠道”。一位受

访者直言：“老年人再就业的最大难题是无法获得有效

的就业信息，不知道如何去寻找合适的工作。”

  那么，如何让更多老年人老有所为？

  10月21日，在民政部召开的“民政这五年”系列专题

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老龄工作司副司长廖明介绍，在

促进老有所为方面，民政部积极保障老年人劳动就业

创业权益，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多样化、个性化就业岗

位，扩大“银龄行动”规模和影响，引导广大老年人积极

参与社会活动。

  在受访专家看来，让老年技能人才在身体允许的

情况下，继续以返聘、顾问、监督等形式，在生产、制造、

服务需要的各个环节对年轻人进行“传”“帮”“带”，既

是实现产业技能和经验有效传承和积极创新的基础，

也能从精神上帮助这些老年人树立具体目标，保持活

力，最终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多重提升。

  “很多老年人在身体、智力方面完全具备继续工作

一段时间的条件，甚至在管理经验等方面占有优势，因

此超过退休年龄人员也是有价值的人力资源。”北京海

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孙鹏说，“银发族”和青年人的

职场定位不同，青年人处于创新性、高强度、高成长的

发展赛道，“银发族”处于重经验、难度低、重复度高的

成熟赛道，构不成绝对的竞争关系，可以各取所长、有

效互补。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范围建议，

以企业为对象，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如税收优惠、补

贴、奖励等，鼓励企业在岗位劳动强度允许的情况下，

扩大低龄老人岗位供给，挖掘低龄老年群体劳动潜力，

提高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相关部门要健全老年人

再就业服务、保障体系，尝试打破老年人求职市场的信

息壁垒，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就业岗位。

  “同时，要充分尊重老年人再就业意愿，通过专业

培训、就业指导等方式，让老年人适应数字化时代变

化，提升其社会参与度。要在法律法规层面上保障老年

群体就业权利，如进一步完善劳动法再就业制度，增加

关于‘就业权利年龄’上限的制度安排，完善老年就业

职业保险制度等，允许老年人在合理评估自身情况的

基础上，有选择工作与否的自由。”范围说。

  采访中，记者发现，在河北省张家口市一处蔬菜基

地，其员工主要是乡镇的低龄老人。该基地负责人介

绍，鉴于基地位于乡镇地区，且当前多数年轻人选择外

出务工，导致基地内年轻员工数量极为有限，仅有两

人。为了维持基地的正常运营，基地对员工年龄结构进

行了改变尝试，“效果不错，不仅为老人们提供了贴补

家用的机会，还确保了他们在农忙季节能够灵活调整

时间，兼顾自家的农事活动”。

  对此，受访专家认为，在某些年轻人不愿或较少从

事的行业，比如餐饮、家政等，鼓励和允许更加吃苦耐

劳、韧性十足的适龄老年群体入职，给予他们更多的制

度保障和人文关怀，既能缓解该部分老年群体的生活

经济压力，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又能借他们的劳动和

拼搏精神，给年轻人树立精神榜样和追赶目标，进而在

全社会形成“劳动最光荣”的美好风尚。

漫画/高岳  

  前不久，一则“父母开始老了，却还在排队找工作”的消息引发社会公众对于低龄老人（60—69岁）再就业的关注。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升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越来越多的老人有意愿也有能力再就业。有调查数据显示，42.9%的老年人为保持精神和身体上的活力

愿意重返职场，14.3%的求职者希望实现自我价值、发挥余热，75.2%的求职者期待通过再就业补贴家用、增加收入。

  当前低龄老人再就业现状如何？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如何保障这一群体的就业权益？法治经纬版从今日起开设“低龄老人就业权益保障”专栏，推出系列报道。

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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