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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责任

被扬州媒体挖出来的在鞋厂“卧底打工”
事件，发生在 2010年。也就是在那一年，昆
明遭遇了特大干旱。曲靖市沾益县是云南省
旱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云南旱区各地都加
大了劳务输出的力度，以缓解饮水困难，曲靖
市和沾益县也不例外。

2010年，陈家顺的压力特别大，他将业
务从浙江义乌拓展到了江苏扬州。“我觉得推
荐工作就是要说真实的话。”陈家顺说，真实
的话怎么说，就得自己亲自去打工，实地去体
验，才会有发言权。

在鞋厂卧底打工后，很快，首批 80多名
曲靖农民来到宝亿鞋厂，陈家顺就是他们的
领队，有人称他“工头”，也有人叫他“大哥”。

2010年，云南省评出十大“昆明抗旱好
人”，陈家顺是其中之一。

陈家顺对家乡的农民工有话要说：“农民
工进城务工，希望能做到三点，一是明确自
我，正确定位，不能眼高手低；二是稳定心态，
要循序渐进，不能见异思迁，频频跳槽；三是
要提升综合素质，要学的不仅是技能，还包括
为人处世，提高与人沟通协调的能力。”

为了替家乡的农
民工打前站，探情况，
云南沾益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陈家顺“卧底打工”，以
打工者身份先后在浙
江义乌和江苏扬州等
地当工人，看仓库，体
验工厂招工是否存在骗局，工资能否足额如期发放。
经过他亲身“卧底打工”体验后，才把家乡的农民工推
荐到相关工厂。这个养过猪、看过仓库、当过装卸工
的“农民工”局长，被家乡农民工亲切地称为“娘家
人”。副局长为什么要亲自“卧底打工”？在打工期间
替农民工发现并改善了哪些问题？“卧底打工”副局长
对外出务工者有哪些建议？《郑州晚报》记者进行了调
查采访。 晚报记者 熊堰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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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顺被工人们围在中间，成了“大明星”。（资料图片）陈家顺被工人们围在中间，成了“大明星”。（资料图片）

2010年新年刚过，阴历正月十三。
一个名叫陈家顺的打工者走进了江苏扬

州宝亿鞋厂的大门，他是厂里今年刚刚招进来
的一名云南籍“农民工”。与其他农民工有些
不同的是，陈家顺面相斯文，如果不是年纪偏
大，倒像是个大学毕业生。

进厂前四天，是岗前培训。正月十七，新
进厂的农民工结束培训，被一一分配到各个车
间。陈家顺被分配到了整理车间，工作说来也
不难，就是负责给成品打包卸运。

“一周工作五天，周六加班计发加班费，周五
晚上工厂还开展联谊会。八人一间宿舍，有空调、
有热水。工厂按时发薪水，外来员工全部参加社
会保险。”这是陈家顺对这个鞋厂的初步印象。

每月 15日是鞋厂发薪水的日子。第一次
发薪日，陈家顺刚好干了半个月，他领到了700

多元的工资。领到首月工资后，陈家顺找到了
工厂的人事部经理，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并递
上了一张名片。至此，人事部经理才知道，这
个白净斯文的打工者并不是真正的农民工，他
是一名公务员，真实身份是云南沾益县人力资
源与社会保障局的副局长。

面对人事部经理的惊愕，陈家顺很坦诚地
表明了自己的“目的”。“就是想以打工者的身份
感受一下，看家乡的农民工来这个厂里会不会
受委屈。这半个月的打工经历让我放心了。”陈
家顺还说，“正是有了这次的打工经历，我才敢
放心地把家乡的农民工介绍到这个厂里来。”

陈家顺说，“卧底打工”这事，都过去快一
年了，今年 3月 7日他在宝亿鞋厂和家乡的打
工者见面时，才说出那段经历，没想到，一下子
成了当地媒体报道的热点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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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明察暗访的方式，为家乡农民工体验

和打探务工环境，这事对陈家顺来说，并非头
一回。早在2008年，这位副局长也曾以打工
者的身份，“潜伏”进入浙江义乌的一家养猪
场，当过“猪倌”。

云南沾益县位于云南东部，经济比较落
后，农民增收主要靠外出打工，是远近闻名的
劳务输出大县。

2007年 3月 27日，沾益县在浙江义乌成
立工作站，这是云南省第一个设在外地的务
工工作站。时任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的
陈家顺被任命为站长，负责收集核实用工信
息、推荐安置就业岗位等工作。由于刚成立
没有经验，第一次沾益县大规模组织了 300
多名群众到义乌，让陈家顺手忙脚乱。

“义乌这边的条件还未成熟，我们没有深

入考察，工作也未全部落实，而当时很多村委
会为了组织村民外出务工，一味地讲好话，企
业的实际也跟宣传不符，导致村民到达义乌
工作后，觉得跟想象的有出入，引起了跳槽风
波。”为了核实用工信息，陈家顺决定以打工
者的身份，实地去一些用工企业感受一下。

“我以农民工的身份到劳务市场找工
作，当时看到了华统养殖场在招人，我就去
应聘了，想把真实的工作环境告诉乡亲。”陈
家顺外表看起来像知识分子，眼睛近视 400
度，为了不引起怀疑，他不得不摘去眼镜，混
进了猪场。没想到，这一干就是一个月。

养殖场负责人吴小荣得知真相，紧紧抓
住陈家顺的手说：“平时我看你老是东张西
望，以为你要自己养猪哩，没想到你竟然是一
个副局长，太出乎意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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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县里分管劳务的副局长，又是沾

益县和曲靖市驻义乌劳务工作站站长。让
每个出来的家乡父老有工可打，有钱可赚，
就是我的工作。”陈家顺说，他不单养过猪，
还去看过仓库。

“2008年，沾益县更多的农民踏上了外出
务工之路，一些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也纷纷拥
入义乌。”陈家顺说，这让他感到很为难，“这
些年纪比较大的农民没有技术，只能找一些
力气活。”为给家乡上年纪的农民工找工作，陈
家顺看上了一些企业的仓库管理员的岗位。

“综合看来，义乌小企业比较多，也比较
灵活多变，30～40岁的家乡人比较喜欢，尤

其是深受夫妻工的青睐，因为可以分到夫妻
房，两人也可以在工作上有所照应。所以，我
们尽量推荐这些人过来。”

陈家顺再次当起农民工，在一家企业
的仓库里当起了管理员，一当就是一个
月。感觉这些企业没有欺骗性质，才让农
民工们去干。

“凡是我能干得动的活儿，只要厂里不克
扣工钱不打骂工人，就不能随便撂挑子走
人。”陈家顺说，“只要我推荐去的活儿，要不
到工钱，由我负责追讨。”

如今，只要是陈家顺出马动员，就有不
少农民收拾铺盖赶赴义乌就业。

打工期间曾为农民工利益据理力争DD
“传说中的黑工厂，我卧底打过几次工，

真的是一次也没有碰上。我们联系的都是合
法企业，专门骗人的黑工厂没有胆子去骗一
个地方政府设立的工作站吧。”陈家顺说。

“至于一些损害民工利益的不合理规
定，怎么说呢，厂子的大老板都很讲理，也很
平易近人，倒是一些车间主任、工长或者小
组长，可能在工作中简单粗暴。”

“我现在对一个企业的头一批务工者，
采取实地跟工体验的方式，以后就指定老员
工负责带新员工。发现基层管理者存在的

问题后，我先分析，这个人是否存在恶意，
如无恶意，先找他本人沟通。如果是一贯
恶意为之的话，我们会以劳务输出地政府
职能部门的身份，与企业老板联系沟通。
甚至与当地的劳动监察部门对接。”陈家
顺说，一般来说，企业的大老板还是很讲
道理的。

“出现劳资纠纷，板子也不能全打在工
厂身上，有些农民工也是有原因的。”陈家顺
说，不少农民工缺少知识，不会待人接物，成
为引发一些事件的导火索。

旱区里走出来的“昆明好人”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