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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闻 回 放

今年应届毕业生逾1200万人创新高

“今年高校毕业生有765万人，创历史新高。加上中职毕业生，
仅这两项新增就业人数达1200多万人。”5月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在人社部召开就业工作座谈会时强调，必须把促进就业放在突出
位置。

目前，中国经济受到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速放缓等因素影
响，2015年城镇新增就业出现下降。对今年毕业的1200多万应届毕
业生来说，如何保证他们平稳实现就业，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

那么，毕业生们在找工作过程中都发生过什么故事？个中酸甜
苦辣谁人知晓？

大学生 故事多大学生 故事多
最新消息，2016年高校毕业生达到765万，其中有过半数的同学

已经找到工作。相对于高校毕业超过 690 万那年被称作“最难”就业
季，今年的就业形势再加上三四个“最”似乎不成问题。可是，为何社
会的反应反倒是平和了许多？说明心态的平稳才能换来就业平稳。

就业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是重中之重，也是联系着千家
万户的大民生。但就业的主导是市场，只有很少一部分岗位是政府
直接提供，用工机构的岗位才是大头。从当前中国的情况，一方面
经济下行的困难、产能调整的用工暂时减少加剧了用工岗位的减
少；另一方面，用工慌、招工难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主要集中在有
一定经验的中级服务型岗位和中等技能水平岗位。

一直以来，把高校毕业生作为就业的重要指标有其历史原因，
也片面地给社会留下印象，即解决好高校毕业生就业，特别是应届
毕业生就业率保持高位，就等于完成好了就业任务。那还有435万中
职毕业生呢？还有很多同龄的青年人呢？恰恰是后两部分的就业能
力反而更强，岗位适配度与个体满意度都很高。

如何看待今后高校毕业生就业，可以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
整体而言，每年高校毕业生存在一定比例的一次就业滞后是正常现
象；二是从个体和家庭而言，个体对就业岗位的挑剔与家庭对就业
紧迫性的减缓反倒使就业心态的平稳度提高；三是用人机构对高校
毕业生的选择更趋理性，考虑个体岗位适配度优先于考虑学历高
低；四是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在就业指标中的权重，应该结合高等
教育的普及程度而作出修正。

什么时候我们不再提最难就业季，什么时候高校毕业生能够清
晰自己的普通劳动者身份而不是特殊劳动者身份，什么时候高校毕
业生对自己的专业志向、就业岗位目标、自身能力评价、薪酬水平
期许，能够像他们同龄的那些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快递小哥、汽
修小哥、商场营业员小妹、饭店的服务员小妹一样心态平和，过往
我们最关注的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就不会成为家长的焦虑、高校
的压力和社会的负担。

■ 朱 煦

心态平稳才能就业平稳

“今年就业环境不太好，毕业生太多，竞争太激烈，工作不好
找”——这句话是我去年9月毕业至今找工作半年多以来听到最多的
一句话。起初是周围的同学在交流找工作经验时这样说，后来当家
长亲友得知我找工作并不顺利时，他们也这样安慰我。听多了，我
几乎不再质疑这句话。

我来自中国北方一个三线城市，就读本科的学校是非重点，研
究生则就读于一所在英国大学排行榜排名20名左右的学校，主修媒
体与公共关系专业。去年9月结束研究生课程后回国来到了北京，开
始了漫漫求职路。

回来一周后，我参加了教育部留学生服务中心举办的招聘会。
尽管之前已知今年就业形势较为严峻，海归人数更是空前的高，但
招聘会上人山人海的求职者让我心中掀起不小的波澜：每个单位的
展位上摆放了上百份求职者简历，像中铁集团这样的公司前更是排
起了长龙，而最终能够如愿的只有寥寥数人。

急于找到工作的我在招聘会上采取了广撒网的海投战术，不论
是媒体单位、金融机构、IT行业或是教育机构，通通投了简历。招
聘会结束后，我也收到了几份面试通知。

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要数中信建投证券。面试当天，40多位应
聘者清一色海归，其中不乏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国帝国
理工大学这样的世界顶尖名校的金融专业学生，不少人有世界500强
企业的实习背景。两轮面试后，院校、专业均不占优势的我当然没
被录取。这次面试让我开始思考自己的竞争优势到底在哪里，如何
能够脱颖而出。

思考的同时，我依然在寻找各种新的应聘机会，经历了单面、群面、
无领导小组讨论等面试形式。在这个过程中，结识了寻找理想工作的
小伙伴，大家分享求职经验，相互帮助。然而与“战友”的交流也让我产
生了焦躁情绪，看到小伙伴们一个接一个地拿到了理想的录取通知，我

“亚历山大”，质问自己究竟何时能够结束这漫漫求职路。亲朋好友的关
怀与问候，无形中也成了一种压力。每当父母满怀期待地询问在有没
有收到录取通知时，我总是不忍心让他们的期望落空。好在亲朋好友
总是给予我最温暖的鼓励与支持，让我继续在漫漫求职路上奋斗。

经过数十个面试后，我总结经验，最终如愿成为新东方集团的
一名市场专员，然而在试用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却因为希望能够
学有所用、进入公关行业，放弃了转正的机会，重新踏上了求职路。

回头看来，在这漫长的求职路上，我经历了身心双重挑战：拎着
一摞简历奔走于各类招聘会，见人就发；在各大求职网上注册账号，时
刻关注各家公司的招聘动态；事业单位考试、公司笔试、面试马不停蹄
地一个接一个参加；内心也呈现从自信满满到自我怀疑到再次树立信
心的反复状态……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面对现实，
摆正心态，相信我终将会找到属于自己的理想工作。

漫漫求职路
■ 项 月 北京某广告公司职员

海 归 故 事海 归 故 事

一开始只是抱着一种考研和找
工作“两手抓”的心态去求职，没
有参加过任何招聘会，也不懂什么
是结构化面试、什么是无领导小组
讨论，只知道在新闻中，每年都是

“史上最难就业年”。最初，只要看
到学校就业信息网上发布了专业符
合的岗位，就没头脑地投一份简历。

第一次收到面试通知是去年 9
月，当时我还在央视实习，一家省
级电视台的农科频道邀请我去参加
面试和笔试。虽然顺利通过，但内
心深处想要逃离小城市、变身高级
白领的想法，拽着我头也不回地踏
上了回京的高铁。

接下来的 4 个月，我先后投递
了六七十份简历，跑遍了全国各大
城市，参加了 20 多场面试和笔试。
从银行柜员到企业管培生、从媒体
到文员无所不包，以至于被舍友笑
称“买遍全国特产”的“考霸”。印
象最深的是广州恒大集团总部的招
聘，忙忙碌碌半个多月，终于等到
去集团总部参加高层复试的机会，
最后却因为紧张，导致所有努力付

诸东流。
经过一个学期的奔波和无数次

考试，我最终收获了 3 封录用通知。
但面对月薪过万和百万股权待遇时，
我又陷入了迷茫之中。该不该安心
接受眼前的一切？这是不是我一心
追求的未来？普通县城出生的我始
终坚信，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定可以
实现“大城市里一套房”的梦想。

为了实现在大城市拥有一份体
面、稳定且薪水可观的工作，我转
而放弃了眼前几家公司抛出的橄榄
枝，开始了漫漫“公考”路。先后
经历了国考和四次省考，从北京跑
到上海，辗转又奔赴广州、南京，
眼看周围很多同学签了工作，我的
压力也越来越大。终于，在那个风
雨交加的日子，在公告栏中看到了
金榜题名的自己。那一刻，喜悦交
织着辛酸，雨水夹杂着泪水……

静下心来回忆这一年的奔波和
汗水，从最初坚定的读研信念，到
现在成为一名准公职人员，真的很
感谢当初那个奋斗的自己和那段忙
碌的日子。 （刘峣整理）

早在今年2月，我就已经与一
家搞园林绿化的公司签订了合同。
像我这样的毕业生，找到好工作
的，应该还有不少。

目 前 我 的 工 资 只 有 2000 多
元，但对于农村出身的我来说，
能在银川站住脚是一件很高兴的
事。我们这届的蔬菜学研究生班
一共有 5 个学生，虽然目前只有
我就业了，其他的 4 位同学却并
不羡慕。他们都在等待事业单位
的招考，不愿意进企业。不过，
事 业 单 位 恐 怕 也 不 是 那 么 好 进
的。现在工作机会特别是农业对
口的工作机会还是不少的，关键
看能不能吃下苦。

就我个人而言，就业之路还是
挺曲折的。我本科毕业后，觉得学
历再高点，可能就业会容易一些，
选择也多一些。所以我选择了继续
深造读研，在网上以及招聘会上广
投简历之后，我发现农学院的硕士
找工作其实并不容易。虽然我们农
学院的就业率很高，但就业面还是
太窄，向心仪的企业投简历都被以

专业不对口打了回来。我目前的这
份工作就是被拒了六七次后才找到
的。我今年已经 27 岁，高中时复
读过两年，所以比其他硕士毕业生
大了两岁，这恐怕也是一个主要原
因。

这些年，学校对于学生就业看
得很重，特别是农科类的毕业生，
每年都有针对农科类毕业生的专场
招聘会，没毕业的时候我就经常去
看，让我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有
个大致的了解。我看到学校官网上
公布的数字，在今年3月份举办的
宁夏大学 2016 届农科类毕业生专
场招聘会上，来自宁夏区内外 136
家企业参加招聘，为2016届570名
毕 业 生 提 供 了 约 1600 个 就 业 岗
位，其中农学、动物科学、动物医
学、园林、食品等专业毕业生的供
需比达到了 1∶5，农科类毕业生
成了“香饽饽”，有效解决了农科
类毕业生就业面窄的问题。

未来，我相信我们的这一行会
越走越宽的。

（朱 磊 阎梦婕整理）

我今年即将毕业，之后会进入
媒体行业工作。如果要用一个词来
形容这一年的求职光阴，我只能想
到“五味杂陈”，求职过程中不只是
到处碰壁的失望，也不仅是找到工
作尘埃落定的喜悦，更是一个不断
和自己较劲妥协的过程，是对自己
人生的又一次打磨与历练。

去年，跟着秋天一起来的还有
求职季。虽然早已经听很多有经验
的过来人说过求职季会遇到的种种
状况，但当它真的来临时，我还是
很忐忑，尤其如今高校毕业生越来
越多，北京户口指标越来越少，就
业形势越发严峻。虽然我早已明确
了自己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记者，但
为了保险起见，投简历时我仍采取
了“广撒网”的海投策略。

由于媒体招聘普遍比企业晚，
因此前期我投了不少企业。现实总
是喜欢给人泼冷水，就在我觉得自
己符合招聘职位的所有要求且条件
不错时，中粮集团、中国邮政等企
业却在简历关就把我刷掉了。看着
身边一些同学收到了笔试邀请，心
里不免有些失落。不过这也让我明

白，找工作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
程，用人单位选择的是更适合自己
的人。从我过去的实习实践经历来
看，媒体更适合我。

所以后来，我把求职重心转移
到自己更想去的媒体行业，并提前
做准备，在短时间内补充了大量新
闻类知识，并提前练习将其运用到笔
试和面试中。媒体的招聘时间晚也
意味着我找工作的战线会更长。在
等待期，看着别人有了工作而自己没
有着落，加上毕业论文也进入到集中
写作阶段，感觉压力巨大。这时，我
会给自己加油打气以控制情绪，同时
提前做好计划，避免手忙脚乱，力争
让自己保持良好的状态。

回顾找工作那段时间，我郁闷
苦恼、甚至怀疑自己的能力，有时
只能以阿 Q 精神给自己鼓鼓劲儿，
也会跟同学一起吐槽抱怨、互相安
慰，看起来这些对找工作都没用，
但也正是这支撑着我度过了那段艰
难的时光，最终变成一个打不倒的
小强，从一次次的心理落差中爬回
应有的高度。

（汪 莹整理）

越找工作越坚强
■ 赵雅娇 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

作为一名极其适应北京的南
方人，作为一名扎根人大 6 年的
新闻学子，我深爱首都、深爱母
校。

然而，招聘季结束，我选择了
回家——回到福建省会榕城，继续
经营我的人生。

北京是大多数学子理想的居
留之地。我在招聘季的奔忙中和
同学们一样，几度迷茫。学子们
就像一群辛勤的蜜蜂，乌泱泱涌
向每一个专业对口岗位的招聘战
场。

“地域选择要先于岗位选择。”
我很庆幸在好友的提醒下坚定了一
些想法。

相对北京，榕城更多地包含了
我亲情的眷念，更多地提供了亲友
网络的绵延。我深知，地域的选择
是我扎根的前提，尽管能够做到三
五年闯荡之后再荣归故里，但我不
能保证之后的起点能够比应届生时
期的更高更好。我告诉自己，假若
想回家的心苗不死，那就早早地回
家经营。

当大部分同学将简历投向了各

大党报、电视台、互联网公司时，
我更愿意尝试将新闻专业知识运用
于其他行业。跨行业找工作并不容
易，尤其当一个新闻学子在无复合
专业背景的情况下跨行业就业。为
了尝试，我曾在通信行业实习并参
与其校招；为了尝试，我曾只身赴
上海某证券公司实习，亲自投身互
联网金融市场开拓业务。最后，我
接到了某大型金融央企的福建省级
公司录用通知。

丰满的理想，骨感的现状。
找工作过程中的坎坷与艰辛，

其实在全盘开始前就已了然。在地
域选择上，地方招聘机会与北京相
比自然少得太多，大型央企的省市
分公司已属佼佼者。在跨行业就
业方面，我所选的行业也只能基
于 已 有 的 实 习 经 历 ， 从 基 础 做
起。尽管面临过性别歧视等不公
平的经历，但我相信，毕业生的
综合实力在用人单位的选择中依
旧占据主要地位。提升自己，常
怀感恩，是我求职甚至就职路上
的最大收获。

（刘 峣整理）

农科生就业不容易
■ 孙立鑫 宁夏大学农学院蔬菜学专业毕业生

农科生就业不容易
■ 孙立鑫 宁夏大学农学院蔬菜学专业毕业生

为了“大城市里一套房”
■ 冯吟秋 南京大学本科生

告别首都回家乡
■ 大 宝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

一 孔 之 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