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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新闻

介绍工作月入两三万

大学生兼职
火了“学生中介”

律师提醒最好和雇主
签书面合同

□晚报记者 李雪

虽然距离寒假还有一个多月，但各
种招聘广告已经包围了高校，学生中介
也跟着火了。这些学生中介的成员多
是在校学生，光靠介绍兼职工作，他们
月收入最高两三万。

学生中介寒假能赚两三万元
在文化路上的一家中介门店，不少

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围在办公桌前咨
询着，中介门店的屋内墙壁上，贴满了
各种招聘信息，超市、包装厂、电子厂、
食品厂、家教……就连家政保洁也想从
高校招兵买马。

这些招聘岗位大致分为“需留郑过
年”和“可回家过年”两种，后者则受到
更多学生的青睐。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工商管理专业的大三学生小王说：“利
用年前那十天半个月找份兼职干挺好，
早回家也没事。”

小王称今年暑假他就没回老家，到
一家服装厂打短工去了，也是在学校里
看到招聘信息去应聘的。“这些招聘信
息一般是在校学生贴的，他们是中介，
假期的时候，专门介绍大学生去做兼
职。”

据小王介绍，其实这种学生中介在
高校很常见，有的是个人，有的是大学
生组成的俱乐部，还有专门的中介网
站，都会收取一定的费用，按照一个学
生收 50~100 元的“中介费”，一个寒假
能赚两三万元。

找兼职最好签书面合同
利用寒假赚钱的同时，律师提醒要

增强维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
金博大律师事务所的李欣华律师

提醒广大学生，寒假打工时间虽不长，
但最好能与雇主签订书面的劳务合同，
对双方的权利义务做出明确的约定；在
选择雇主的时候，一定要知道雇主的工
商登记信息，以个人身份用工的话应当
知道具体个人信息。

曾是当年的“郑州市花园式企业”
夏天厂里温度比外面低4℃

宋英英是 1979年粮机厂招工时进厂的，至今她还
能回想起，那时刚一走到南阳路，离厂大门还有一段距
离就能闻到一股股花香味。

“上世纪80年代，我们厂被园林局授予‘郑州市花
园式企业’，这称号当时在郑州可是独一份。”宋英英
说，一年四季厂里不缺花不缺绿。春天，广玉兰、白玉
兰争相开放，夏天月季花，秋天桂花，到了冬天还有腊
梅。“特别是夏天，我们厂里的温度比外面低 4℃，当时
我们专门用温度仪测试过，人家出门都带伞，我们厂
的工人只要不出院，太阳天晒不着、下雨天只要不是
大雨淋不着。”

宋英英从家里拿出已经泛黄的老照片，孩子们在
月季花池边玩耍、她和厂里的女员工在雪松前合影留
念……大伙围绕在影集边，只能从那已经久远的记忆
中回想当时的美好。

站在南阳路博颂路口向西看去，100多亩土地上密密麻麻
种着三四百棵树龄50年的梧桐树、杨树和松树等，犹如一片城
市森林。虽然已值深冬，但仍能感受到这些大树的伟岸和震
撼。

“我们的城市太缺绿了，无论如何不能砍掉啊，太可惜了！”
77岁的徐文南老人说，这些树是他们1960年刚进厂时几百名
工人亲手栽种的，50年过去了，这些当初只有手腕粗细的树苗
都长成了参天大树。如今，粮机厂改制后，一家房地产公司即
将在这里盖高层商品房，再过不了多久，这些树要被移走或是
被砍伐，徐文南望着这些和自己一起生活工作了半个世纪的生
命，十分不舍。 晚报记者 李雪 文/图

郑州市园林局高级工程师司改霞介绍，成年大树一旦移植，树体加速老化，2至3年内处
于假活状态，即使3至5年确定成活，也大多在几年、十几年内变成缺乏生机的老树，因此大
树移植带来的绿树成荫，只是短暂繁荣。

另外，移植的费用也相当昂贵，“一棵50年树龄的梧桐树移走的费用要好几万元”。她
给大家算了一笔账，一棵大树就是一个小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有生物多样性，而大
树的移栽，便把它在当地形成的生态系统破坏了，一棵50年树龄的法桐，它的枝丫覆盖面积大
约为80平方米，根系发育便可以保持这么多平方米的水土，环保价值大大超过了经济价值。

司改霞说，移植大树时很多原因和环节都会造成移植失败，树木移栽的成活受水分、土
壤、技术、人为因素的影响。

司改霞也表示，粮机厂内有的树已经不适合移栽了，例如杨树，本身它的生长周期只有
50到60年左右，梧桐树和松树还有移栽的希望，但成活率也不会很高。

“每天看见那些树鼻子就酸一阵
50年才长成，几分钟就能结束生命”

“晚报帮我们呼吁呼吁吧，我们只想保住这些树，
保住一棵是一棵，毕竟是跟我们一起生活了半个世纪
啊，实在是舍不得。”家住粮运社区 180号院的 77岁老
人徐文南，是上世纪60年代调到郑州粮机厂的第一批
老员工，说起跟她一起“扎根”郑州的那300多棵大树，
老人热泪盈眶。

1960年，徐阿姨和爱人一起从家乡无锡来到郑州。
“刚来时我才27岁，厂里那年组织种树，几百人手拿铁
锨、水桶的场面别提多壮观了。当时啥树苗都有，柏树、
桐树、松树，还有很多果树苗，像核桃、柿子树，我们每个
人还偷偷认领了一棵，一下班就跑去‘特别照顾’。”

一年又一年，徐阿姨从少女变成了奶奶，树苗也从
手腕粗细长成了参天大树。

徐阿姨已记不清有多少个夏日傍晚，厂里的员工
和家属坐在树下乘凉；多少个春暖花开的日子，一树繁
花给大家带来的欣喜。如今，粮机厂改制后，一家房地
产公司即将在厂里的原址盖高层商品房，徐阿姨和原
来厂里的百余位老员工们，整天因为大树睡不着觉，

“我每天一抬头看见那些树，鼻子就酸一阵，50年才长
成，几分钟就能结束它们的生命。”

地产开发商：树肯定不能都保
住，不然我们的房建在哪儿

为了保留大树的事，记者跟随徐文南和其他
老员工们一起找到了房地产公司，一位办公室主
任说，他作不了任何决定，高层出国考察了。“既
然土地已经卖给我们公司开发房地产，部分树肯
定是保不住，不然我们的楼盖在哪儿？究竟是移
走还是砍掉，我们等规划局和园林局审批。”

一位工程部负责人则直言不讳地说：“这块
地林木参天，这恰恰也是我们的卖点，肯定不会
全砍完。即便能移走应该也不会花大价钱移走，
砍树、移树哪个省钱不用我多说。”

“上个月我看见有卡车把柿子树、广玉兰和
白玉兰拉走了。好像香椿树、核桃树也都不在
了。”徐阿姨说，现在厂周围被盖起了2米多高的
围墙，想进去再看看大树可能也没机会了。

园林专家：大树移栽成活率
很低，移植一棵梧桐树要几万元

▲通往厂区的主干道，曾被老员工们称为“林荫大道”。

◀徐文南老人在翻看老照片，回忆和大树一起生活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