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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仙工作”
“姜太公”正式上岗

3月29日，第一批应聘上岗
的当地60名“姜太公”正式“开
钓”，不仅为古城增添了一道独特
的风景，也为游客带来了更为沉
浸式的文化体验。

记者在现场看到，“姜太公”
们姿态各异，有的手持钓竿，全神
贯注盯着水面，静候鱼儿上钩；有
的打盹休憩、闭目养神，真实演绎

“睡觉也能赚钱”；有的惬意地嗑
着花生瓜子，边垂钓还能边品尝
西瓜等水果；有的热情地教游客
钓鱼，与游客闲聊谈天等场景也
出现在景区古街、码头、情桥等多
个景点。有网友表示，他们干上
了令人羡慕的“神仙工作”。

通过还原“姜太公钓鱼”，景
区将历史典故转化为可互动的
场景，化作了河畔老者与游客相
视一笑的鲜活日常。据悉，从众
多报名者中脱颖而出的首批“姜
太公”大多家住在景区附近，不
仅垂钓技艺娴熟，且身体素质等

各方面条件都符合相关要求。
他们通过相应的岗前培训，再进
行一番装扮后，即可走上各自的

“钓位”。
为确保老人安全，每位“姜太

公”每天工作时长不超过4小时，
其间钓到的水产可自行带走。“我
今年71岁了，家就在黄材镇上，沩
水边上水好、鱼多，平时我经常在
河边钓鱼。”作为第一批“姜太公”，
胡孟初老人开心地说：“现在到这
里来钓鱼，每个小时还能拿20块
钱，工资当天下班时就结清。”

记者了解到，接下来炭河古
城景区将每日开展“姜太公钓鱼”
活动，游客不仅可以近距离观赏

“姜太公”钓鱼，还能成为“姜太公
陪钓”，在“陪钓位”上感受钓鱼的
乐趣。

一根鱼竿
“钓出”社会新命题

3月21日，炭河古城景区发
布招聘启事：急招100名60周岁
以上、身体健康的农民扮演“姜太
公”，时薪20元且“上班允许睡

觉、打盹、发呆、闲聊”。姜立阳告
诉记者，自己平日就喜欢钓鱼，这
份工作不仅离家近、工作内容轻
松，而且工资当天就能结清，对于
像他一样的农村老人来说很有吸
引力。

“招聘通知一经发出，两三
天内的报名人数就多达千人。”
炭河古城景区副总经理胡玉婷
说，经过面试筛选及岗前培训，
首批成功应聘的60名农民“姜
太公”于3月29日顺利走上各自

“钓位”。
这场招聘最动人的，或许是打

破了“老人只能带娃”的偏见。当
60岁以上农民成为“香饽饽”，当
景区把银发群体当资源而非负担，
这种转变比岗位本身更有价值。
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我国
60岁以上人口已突破3亿，但传统
就业市场对老年人并不友好。

宁乡市文旅广体局相关工作
人员透露：“此次打造‘银发IP’，
既能实现为周边农民增收，为景
区打响知名度，进而还能带动周
边农家乐，也为农民的灵活就业
探索出一条别具特色的发展路
径，可以说为文旅融合助力乡村
振兴作出了一次有益探索。”

为乡村老年群体
拓宽增收渠道

胡玉婷介绍，这次发布的岗
位基于多重考量。“我们希望通过
产业反哺，将本地文化资源转化
为就业机会，更好地助力乡村振

兴。”她表示，“我们招募60周岁
以上的农民，也是考虑这一群体
的再就业有一定的困难。所以想
把机会留给他们，为乡村老年群
体拓宽增收渠道。”

“炭河古城景区招募银发族
扮演‘姜太公’对于满足企业用工
需要、为高龄劳动者创造就业机
会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劳动关
系学院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沈
建峰分析认为，近年来，多个景区
纷纷招募真人扮演互动角色，也
反映出服务业、休闲娱乐业等业
态的发展，推动了劳动力市场的
多元化。

沈建峰提醒，这一用工现象
可能还存在当事人约定不合理、
不完善的地方，或用工过程中的
风险分担不明晰。

为此，应探索建立对灵活就
业群体，尤其是农村高龄务工者
的底线性保护制度，规定工作过
程中的伤害分担机制、最长工作
时间限制等内容。

综合《长沙晚报》《潇湘晨报》
《工人日报》报道

60名“姜太公”上岗“带薪钓鱼”
景区就业新机会“落袋”银发族

4月3日，微风徐徐，62岁的姜立阳头戴竹编斗笠，身披蓑衣，手持钓竿，稳稳地坐在湖南省宁乡市

炭河古城景区的情桥码头上。他时而全神贯注盯着水面，时而与往来游客互动闲聊。

“今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坐在钓点钓鱼，和游客聊天、下棋等。”2小时后，姜立阳当天的工作结束，排

队领到了40元报酬。令这位宁乡市黄材镇段溪村的村民没想到的是，60多岁还能解锁“带薪钓鱼”新

体验：“每天工作时长不超过4小时，钓到的水产还可以自己带走！”

这一“魔幻”岗位，被网友称为“理想晚年生活”。

“姜太公”们在景区垂钓。

“姜太公”扮演者在湖南省宁乡市炭河古城景区垂钓。 图据《长沙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