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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届大学生“慢就业”现象悄然流行
□ 姜善东 杨晓莉

又是一年毕业季，自 7月份以来，市人才市场定期举
办各类招聘会，为企业与高校毕业生搭建沟通的平台。记
者通过了解发现，今年企业在招工过程中仍不“青睐”应届
大学毕业生，而求职者的择业观也在发生改变，与往年相
比，今年大学应届毕业生“慢就业”现象悄然流行。

企业：应届大学毕业生不受“青睐”

在 8月 27日举办的综合类人力资源市场招聘洽谈会
上，共有 28家招工企业进场招聘，提供的就业岗位 1393
个，其中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仅 165个。而据市人
社局初步统计，我市今年应届高校毕业生 5000余人，截至
目前，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1055名。

在招聘会现场，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招聘企业的招聘
人员，他们告诉记者，企业最需要的是技术型人才，而不是
通用型人才，相对于应届大学毕业生，企业更愿意将招工
计划向技校和职业院校或有社会经验的往届大学毕业生
倾斜。“我们公司只有主管一职要求大专以上学历，且年龄
最好在 35岁左右，其余的工种初、高中学历便可。”法马新
智能设备有限公司招聘负责人陈先生直言不讳地说，刚出
校门的应届毕业生虽然有理论知识，但没有工作经验，走
上工作岗位后往往要经过一段时间培训才能正式进入工
作状态。加之应届大学生对薪水期望值高、对工作环境要
求则更高，如果企业哪一方面稍微让他们不满意，他们就
会辞职，这样会给企业带来不少损失。相对于此，往届大学
毕业生经过两三年的磨练后，工作经验有了，想法变得现
实，工作会更踏实。

在市人力资源市场招工（聘）单位、工种、人数一览表
上，记者看见，招工（聘）单位对招收人员的年龄和文化程
度都有明确要求，其中大多数文化程度要求不高的岗位
招收人数非常多。江苏中贸电子光源有限公司招收 70名
机台操作工和包装操作工，仅需初中学历，而要求大专以
上学历的采购员、销售跟单员、统计员等工种，则年龄均
要求在 30岁左右，还要求已婚已育，有相关工作经验 X
年以上等；北方动力机械有限公司要求大专以及本科以
上学历的销售经理、会计、工艺工程师等工种，均要求有
工作经验。记者仔细看了一下，一览表上需要大专、本科
及以上学历的岗位都要求有相关工作经验，最低年龄要
求在 30岁左右，很显然，应届大学毕业生都不符合这些
要求。

大学生：期望有落差 不怕“慢就业”

面对不受企业欢迎的窘境，应届大学毕业生显得不以
为然。采访中，记者发现，哪怕已经毕业 2个多月，至今仍在
求职的大学生也一点不着急，“慢就业”现象在应届大学毕
业生中普遍存在。

“我大学学的是中文，文字功底还算可以，想着最差也要
做个办公室文员，可几次到人才市场一看，与文字相关的工
作少之又少，一般办公室文员都要求有工作经验。”今年刚毕
业的小王告诉记者，对于第一份工作，他不愿意去将就，打算
慢慢找。刚刚毕业的小孔在毕业前社会实践中连续跳了两家
单位，对他而言，实习不是为了稳定工作，而是为了尝试工
作。面对记者的采访，小孔坦言：“工作肯定要找自己喜欢的。
目前没有明确的规划，也不着急工作挣钱，慢慢找吧。”

工作是否体面、有无五险一金、有无双休日、专业是否
对口、工资待遇是否达到预期、未来发展空间如何等……这
些都是现在大学生找工作时所考虑的问题，特别是工作是
否体面成为首要关注点。“大学本科毕业，即使进不了事业
单位，最差也得是办公室文员，最好有双休日、五险一金。”
小孔谈到理想中的工作时对记者说，为了让现实和理想保
持一致，自己不介意选择“慢就业”。

“高要求”造成了大学生“求职难”，而“求职难”是不少
大学毕业生们选择“慢就业”的一个重要原因。“没有最难，
只有更难。找份合适的工作真是压力山大！”今年毕业于南
京某高校土木工程系专业的小唐告诉记者，毕业后，他在南
京、扬州、高邮先后参加了 10多场招聘会，投了 30多份简
历，有的石沉大海，有的经历了面试后被刷了下来。虽然目
前收到了高邮一家民营教育机构的入职邀请，但小唐表示
会继续投放简历。“这份工作与我所学的专业完全不同，如
果选择这份工作则预示着改行。我还是希望找一份专业内
既适合自己，又喜欢的工作。第一份工作一定要选好，不能
着急、更不能将就。”小唐说道。

市场：大学生就业趋向多元化、理性化

“慢就业”直接反映了大学生就业观念的转变，市人才
市场相关负责人表示，如今在选择就业过程中，许多大学
毕业生越来越注重就业质量以及职业长期规划、发展。此
外，也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毕业后在家人的帮助下，走上
了自主创业的道路。目前，我市申请小额担保贷款的大学
生人数超过 200人，每年有不少应届大学生申请小额担保
贷款。市委、市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高邮籍
高校毕业生回家创业、就业。该负责人建议，无论是就业还
是创业，大学生们都应量体裁衣，针对个人实际情况进行
职业规划。

该负责人还表示，近年来，从招工、找工市场上来看，每
年都有一定数量的毕业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同时也有相
当数量的用人单位招不到合适的毕业生，难以满足用工需
求。供需两旺何以双方都说难？该负责人建议，大学生求职
者应主动放低姿态，在不断实践中充实自己，求职过程中切
忌眼高手低，应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同时，企业在保证利
益的情况下应主动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适当增加技术
岗位，给大学应届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人社部门也
将进一步拓宽就业渠道，鼓励自主创业，做好就业援助，并
适时举办面向高校毕业生的专场招聘会，为大学生求职者
和用人单位搭建有效沟通平台，一如既往地做好高校毕业
生就业工作。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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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起，月儿明。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佳节，今年
中秋节即将来临，记者采访了不同年代成长起来的市
民，听他们讲述记忆中不一样的中秋滋味。

70后———小块月饼夹满幸福的滋味

家住老城区的周伟出生于 1972年，在他的印象
中，周围人都称中秋节为‘八月半’。周先生告诉记者，
他的童年正是物资匮乏的年代，平时家里有点钱都买
了生活必需品，他最喜欢的就是过节。而每到中秋节，
他最盼望能吃上一小块五仁月饼，里面包裹着冰糖和
青红丝，溢满了各种滋味儿，至今仍让他回味无穷。

周伟回忆，那个年代，吃月饼是件比较奢侈的事，
当时他家做点小买卖，经济条件稍微宽裕一点。每年
中秋节前，母亲都会去买一个大大的团圆饼，装在纸
袋里带回家后，母亲会把月饼藏起来，怕兄妹们偷吃。

周伟向记者形容，到了中秋夜，看到母亲把月饼
拿出来，大家都雀跃地围着母亲等待着分月饼。因为
家里人多，为让每个人都能吃到月饼，母亲总是把月
饼切成三角小块，一人分一块。“那时候的月饼虽然种
类不多，但吃起来特别开心。”周伟感慨道，“现在的月
饼品种多了，但还是过去的月饼有味道。当年光是闻
一闻月饼的香味，就感觉特别幸福；吃上一口，唇齿边
更是溢满甜蜜的滋味。”

80后 ———边吃月饼边听奶奶讲故事

提起中秋节，1982年出生、在邮打工徐倩特别想
为近日网络上关于“五仁月饼滚出月饼界”的言论平
反，在她的记忆中，最好吃的月饼就是五仁馅的。

“我最喜欢五仁月饼里面的冰糖以及青红丝，每
次都把它们单独留下来，等到最后吃。”徐倩告诉记
者，上世纪 80年代，五仁月饼的质地很硬，料也特别足，一块月饼往往
可以啃半天。直到现在，每当中秋临近时，她都会觉得空气中弥漫着一
股喷香的五仁月饼味。

说起中秋节，徐倩最期待晚上和家人一起吃着月饼看月亮。“奶奶
会讲许多关于月亮的故事，嫦娥、吴刚，还有那棵永远也砍不倒的桂花
树。”徐倩说，每到中秋佳节，奶奶总会为她讲关于中秋节的故事，而最
让她心动的是传说到了八月十五的晚上，天上就会打开一扇门，可以看
到天宫……“我小时候就经常守在院子里，仰着脖子注视着夜空，痴痴
地等待着天门开。”徐倩说，如今虽然长大了，但每年中秋夜，仍然不忘
奶奶讲的那些关于中秋节的故事。

90后 ———小时候的中秋最令人向往

果蔬月饼、杂粮月饼、保健月饼……对于出生于上世纪 90年代的
人来说，现在中秋节给他们印象最深的是有各式各样的新款月饼。

1991年出生的王佳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中秋节很多东西已然
变了“味”。

“现在的 90后大多选择在外打拼，只剩下父母在家，每逢节日能赶
回家的甚少，很难做到团圆，大多数人只能做到一个电话、一份问候、一
份礼物，她也不例外。月饼的“味道”也变了，新式月饼的出现，似乎改变
了它本来的意义，部分人看重的是它的高档和新鲜。”

高中毕业后，王佳一直在外工作，没能陪家人过一个中秋节。谈及
家人，王佳有太多说不出的愧疚。相比之下，她最怀念的还是小时候的
中秋节，尽管再忙，爸妈总是会抽空提前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中秋节
的晚上，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围成一桌，边聊天边吃饭，饭后再各自搬出
一个小凳子，坐在院子里一起看月亮。“即使没有高档的月饼，没有山珍
海味，但现在想想，一家人能够坐在一起赏月、谈心，便是最大的幸福和
满足了。”王佳说。 居思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