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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自己，明确求职目标

“毕业之后，我打算在北京找工
作。”赵栩是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城市环
境管理专业的学生，求职前她先确定
了目标城市。赵栩说：“我的家人在北
京，我希望和他们多些相处时光，生
活幸福有助于工作顺利进行。此外，
我对家乡的环境更加熟悉和适应，因
此优先考虑这里的工作机会。”

“城市和行业是学生规划职业时需
考虑的内容。”智联招聘执行副总裁李
强认为，“不同城市的岗位机会、生活
成本有差别，且行业薪酬、前景对职
业发展影响较大，这需要学生根据个
人情况仔细考虑，作出选择。”

“我认为求职前需要真正了解自
己 的 想 法 ， 而 不 是 完 全 听 从 父 母 、

老 师 的 建 议 。” 在 法 国 上 学 的 刘 灿
说 ，“ 留 学 生 申 请 时 需 要 提 交 一 份

‘个人陈述书’，介绍自己并阐述为
什么选择这所学校和项目，其中会
提及个人规划。写陈述书时就需要
仔细剖析自己的专业兴趣、成长经
历和职业目标等，而非随波逐流泛
泛而谈。每个人的能力、兴趣、性
格差异很大，没有一个个体的职业
规划可以复制。”

就读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陈子
鹭有相同体会。陈子鹭说：“虽然商科
专业比较热门，但我的兴趣爱好比较
文艺，喜欢画画、书法等，所以选择
了更适合我的景观建筑专业。据我了
解，景观建筑专业就业方向包括园林
景观设计、建筑规划、房地产开发、
基建管理等。随着中国城市建设和环
境建设的发展，这类岗位的需求会越
来越大。”

把握机会，积累留学优势

领英 《2022 中国留学生归国求职
洞察报告》 显示，在留学生选择的岗
位类别分布中，技术研发类的比例最
高。对此，领英中国产品总监陈怡静
解释道：“目前，生物医药、智能制
造、新能源等新兴行业发展迅速，对
技术研发类人才需求较高，企业招聘
看重职场上的学习能力、上升潜力，
留学生在跨文化环境中可以开阔视
野，对企业需要的创新思路及实践方
法有较高匹配度。”

“我在回国求职时，看到不少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行业的前沿科技岗
位要求应聘者有海外背景。”毕业于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余阳说，“据我了
解，留学生在海外学习、生活，不仅
带来更广阔的视野，也能在迥异的环
境里学到更多创新思路、实践方法，
激发开放思维，这在求职时被不少企
业看重。”

刘灿在求学期间积极拓展校友资
源，增强了自身求职竞争力。刘灿
说：“毕业后，我想到经济研究机构当
研究员。当我发现国内机构招聘常考
察案例分析时，便在学校寻找同伴一
起参加模拟面试的练习。除此以外，
经济研究机构一般有庞大的留学生校
友网，我在职场社交网络平台认识了
一些校友前辈，积极向他们征询建
议，收获了很多信息。”

“留学时能接触到许多优质、国际
化的资源，比如我们学校不少建筑专
业的教授是知名设计师。作为本校学
子，我可以近距离得到他们的指导。”
陈子鹭说，“同时，谢菲尔德大学的学
生也有机会参与学校和其他国家高校
合办的活动，这些经历可以带来独特

体验，也让我的求职简历更加丰富、
有亮点。”

学好外语，提升综合实力

“我在求职时发现部分岗位要求雅
思或者托福语言成绩，这在我申请出
国时就做过准备。”赵栩说，“在国外
上课，大家可以通过日常的听说读写
训练提升英语水平。求职时，部分岗
位要求用英语自我介绍、回答问题
等，这正是留学生发挥专长的机会。
例如我应聘的一个研究所岗位，日常
需要筹备国际会议、翻译图书信息、
撰写外语宣传内容等，这对应聘者的
英语水平有一定要求，留学生更具竞
争力。”

除英语外，中国留学生会其他语
种在求职时也能发挥优势。

王玥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国家
管理系，去年她通过河南省漯河市的
人才引进面试选拔，入职了事业单
位。王玥说：“在求职时，我发现部分
岗位专门面向留俄学子，他们偏好既
主修特定专业、又会俄语的复合背景
人才。我得知近年不少企业招聘开拓
中亚市场的人才，青睐有相关国家留
学经历的候选人，提供给他们成长锻
炼的机会。”

在英国留学的李微微打算回国之
后做一名英语老师。她认为留学生在
海外学习、生活，不仅能感受多元文
化，也能收获广阔视野，增加求职背
景软实力。李微微说：“教师的专业背
景受到家长看重，有留学经历能增强
学生、家长的信任。更为重要的是，
我在英国度过了留学时光，对当地的
语言、历史、文化有了更丰富立体的
了解，工作后我可以向学生分享所见
所得，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留学生回国就业意向持续增强
本报记者 周姝芸

智联招聘不久前发布的《2022
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 显示，
2022年回国求职的留学生数量同
比增长 8.6%，中国留学生回国就
业意向持续增强。

对学子来说，留学期间规划
职业有助于管理学习时间、提升
专业技能，从而抓住回国后的就
业机遇，因此受到越来越多学子
的重视。

如何在求学期间增强个人竞
争力？听听这几名中国留学生和
职业规划领域相关专家怎么说。

法国中南部小城利摩
日街头，和煦春光下，一
根青白瓷柱上“谢谢景德
镇并热爱利摩日”等中、
法文标语清晰醒目。

这件瓷器作品，是法
国利摩日国立美术学院与
中国景德镇陶瓷大学师生
们的合力之作。自 2018年
伫立在利摩日以来，它向
世人展示着中国景德镇和
法 国 利 摩 日 这 两 座 “ 瓷
都”跨越时空的牵手。

在绵延万里、延续千
年的丝绸之路历史上，景
德镇与利摩日深入交流，
在瓷器艺术上书写着文明
互鉴的佳话。

18 世纪，高岭土加瓷
石的“二元配方”从景德
镇传到法国，对利摩日制
瓷 业 的 发 展 起 到 关 键
作用。

光阴荏苒，2010 年，
景德镇与利摩日结为友好
城市。一年后，景德镇陶
瓷大学的前身景德镇陶瓷学院和利摩日国立美术学
院共同打造的国际陶艺工作室项目，为两所高校互
派艺术工作者和留学生提供了平台，陶瓷成为他们
交流的共同语言。

现代陶瓷生产工艺，陶艺创作手法……从景德
镇来到利摩日的中国留学生，探索传统与现代的
融合。

1000多年的官窑史，600多年的御窑史……从利
摩日来到景德镇的法国留学生，从古老的瓷片上感
受历史脉动。

曾在利摩日国立美术学院交流的周雷，一边钻
研两地的制瓷工艺和创作手法，一边琢磨如何把西
方的现代工艺和创作理念与中国传统技艺相结合。

“将青花瓷的古韵融入西方美学，让它们突破传统、
走向世界。”

从中汲取灵感的，还有法国陶瓷设计师米尔蒂
耶·布夫雷。不久前，她烧制出一件名为“泥土与雨
水”的陶瓷作品。暖阳透过窗户洒在瓷瓶上，明亮
的白色瓷胎如皎洁月光，瓶身密布的沟壑似涓涓溪
水流淌而成。

布夫雷拍下眼前的一幕，上传到个人社交媒体
上，并配上文字“这是时光留下的痕迹”。此时，距离
她结束在景德镇陶瓷大学的留学生活，已过去了6年。

“从中国瓷都回到法国瓷都，两地跨越时空的交
往，带给我无限的创作灵感。”6年前，布夫雷将自己
的工作室设在利摩日。“景德镇的陶瓷工匠，依然在
传承千年的制瓷技艺，令人赞叹。”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如今，利摩日的阿德里安·杜布谢国家陶瓷博物

馆，馆藏数千件陶瓷艺术品中不乏来自中国的精美
瓷器，既有融合中西方元素的外销瓷，也有富含中
式古典魅力的作品。

而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同款的青花瓷盘通过
瓷片修复，解析蕴藏其中的陶瓷基因，复原历史上
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真实面貌。

“陶瓷文化交流从来不是单向的。”景德镇御窑
博物院院长翁彦俊说，珐琅在来到中国前，是应用
在金属材质的器物上的，但在景德镇能工巧匠手中
幻化成珐琅彩，成为在工艺交流中诞生的陶瓷品种。

在景德镇留学期间，布夫雷曾在景德镇望龙陶瓷
有限公司实习，当时她创作的一款杯碟带回法国后，
被一位知名主厨看中，此后成为盛放法餐的餐具。

受此启发，景德镇望龙陶瓷有限公司总经理余
望龙把公司的设计室搬到了欧洲，法国人诺曼·特拉
普曼是设计团队的一员。

“作为设计师，我喜欢尝试不同类型的材料，包
括瓷器。同景德镇陶瓷工匠的跨界合作激发了我新
的创作灵感。”特拉普曼说，“我们和景德镇的同事
每周开一次电话会议，讨论所有正在进行的项目。”

设计在海外，生产在景德镇，当 72道手工制瓷
工序遇上国外设计师，先进的设计理念运用到景德
镇陶瓷生产中。

今年初，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一次家居展上，
由特拉普曼设计、望龙陶瓷有限公司生产的青瓷洗
浴套装拿到了国际订单。

“就像面粉既能蒸出馒头也能烤出面包，我们与
法国设计师深度交流，跨界融合赢得了国际市场的
青睐。”余望龙说。

“利摩日制造”的陶瓷作品已连续多年参加中国
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为文化交流与经贸往来写
下精彩一笔。

因瓷结缘，踏浪交融，中法两国共同奏响的泥
与火之歌，历久弥新。

（新华社记者陈毓珊 黄浩然）

本报电（张舟） 日前，2023 中美青年创客大赛正式
启动，大赛承办单位代表、中美高校教师、学生共计
1000余人在线参加本次活动。

中美青年创客大赛自 2014年启动，是中美人文交流
的品牌活动，由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负责整体协调
组织工作。本届大赛以“共创未来”为主题，以数字化
技术为手段，探索气候变化、韧性社区、环境教育、低
碳环保等领域的创新机遇，结合未来思维和设计创新，
运用前沿科技和开源工具，打造兼具社会意义和产业价
值的全新作品。今年将更强调数字化技术应用，鼓励参
赛选手应对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趋势，开发前
瞻性解决方案，推进社会数字化转型，实现全球可持续
发展。

大赛于6月至8月在北京、成都、南京、上海等12个
分赛区和美国赛区开展。

瑞典夏天的日照时间很长，阳光仿佛有魔
力一般唤人出行。于是，我从瑞典的首都斯德
哥尔摩出发，西南而下，开始了一段探索之旅。

始发站：斯德哥尔摩

冬季时斯德哥尔摩到处是结冰的湖面、
河道，街道也被厚厚的积雪覆盖，路上行人
匆匆。时入孟夏，整个城市变得活泼起来。
我从市中心的赛格尔广场出发，向着旧城区
前进，街边的建筑从现代风格变为了欧洲中
世纪风格。

斯德哥尔摩旧城区建于 13 世纪，一栋栋
“瘦高”的建筑林立于一座小岛之上，像古老的
中世纪“森林”。漫步于鹅卵石铺就的小道之
上，身边是一间间精致的咖啡厅和商店，空气
里氤氲着咖啡香与花香。楼房间穿插着几条狭
窄的小巷，有的通往风景秀丽的海边，有的延
伸到更深的小巷中。

中间站：北雪平

搭上一班红皮火车，我南下前往旅途的第
二站——北雪平。

北雪平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浓浓的工业风。
拥有“瑞典之曼彻斯特”之称的北雪平，曾经
是北欧的纺织业中心。得利于穆塔拉河的丰富
水利，制造业、船舶行业与运输行业都在这个
城市中兴起。21 世纪初，随着传统工业的没
落，文化设计类产业又在这座城市生根发芽。
北雪平的道路设计十分规整，横平竖直井井
有条。

走入北雪平的工业历史园区，便能立刻感
受到传统工业与现代文化设计产业在此的碰
撞。旧时代的砖瓦房与新时代的混凝土建筑共
同筑就了这座城市，一条河流贯穿了整座工业
历史园区。逆流而上，建筑布局错落有致、相
得益彰，漫步于园区之中便可享受到一场视觉
盛宴。站在河流的上游向下望去，水流湍急，
远处房子仿佛建立在水面上一般。粼粼波光、

鲜艳建筑与万里碧空共同绘制成一幅水彩画。

终点站：哥德堡

踏上列车，我来到了瑞典的西海岸，也是
这次旅途的终点站——哥德堡。

哥德堡内有旧城护城河守得一方安定，外
有约塔河沿城形成天然良港，加上城市地处瑞
典、丹麦、挪威三国之中心，因此成为了北欧
地区最大的工业城市、港口城市。

走进哥德堡市立博物馆，如同翻开了这座
城市沉重的历史画卷。早在16世纪，瑞典西海
岸卡特加特海峡地区战争不断、哀鸿遍野，17
世纪初，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在此重建了哥德
堡城，自此哥德堡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
为了瑞典最大的港口城市，在 18 世纪中下叶，
与中国有着多达百次的海上贸易。

坐拥瑞典第一良港的哥德堡，其渔业和
美食业得到了充分发展。青口贝与鲜虾共同

炖出的海鲜汤味道一绝。哥德堡当地还有多
家进入过米其林指南的餐厅，吸引众多美食
爱好者。

漫步于约塔河南岸，我感受到了哥德堡
这座城市的多面性：东侧是 17 世纪初哥德堡
最重要的运输港“小博门码头”，此处还停放
着一艘少见的四桅帆船“维京号”，象征着哥
德堡过去发达的航运业；西侧是哥德堡歌剧
院，建筑外形具有现代主义风格，线条狂
放，色调暗红，彰显着哥德堡的新兴工业与
创新气质。

沐浴在哥德堡歌剧院广场的落日余晖中，
这场跨越瑞典东西海岸的旅途也将步入尾声。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从斯德哥尔摩的梅拉
伦湖、北雪平的穆塔拉河到哥德堡的约塔运河
与北海，我不仅欣赏到一幅幅美丽画卷，也对
这些城市的独特风格了解更深。

（作者系瑞典皇家理工学院航空航天工程研
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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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青年创客大赛启动

2022年某矿业集团举办海外招聘校园宣讲会。

▲赵栩在荷兰留学时照片。
▶王玥毕业于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

（本文均为受访者供图）

瑞典斯德哥尔摩城市景色。瑞典斯德哥尔摩城市景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