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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和“面包”咋兼得
齐 心

基层工作不易

不少海归回国选择从事基层工
作，扎根基层，在平凡的岗位上发光
发热。王明 （化名） 毕业于菲律宾凯
迪雷拉大学，现在是山东省烟台市昆
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委员会市
场监督管理局的一名科员。“我创过
业、打过工，但是因为太年轻，缺乏
经验，而且对国内的情况不是很了
解，结果都不理想，最后我选择了从
事基层工作。对我而言，这应该是解
决就业问题，改变自己命运的最佳途
径。家里人都非常支持我。来单位后
我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于是就抓紧时
间学习，提高综合能力，特别是写作

能力。”
“我是学法律专业的，想成为一

名律师，进入法院或检察院工作。当
然，在实习结束后，通过考试能留在
基层是最好的了。”姚奇 （化名） 笑
着说。他在布鲁内尔大学读完国际商
法专业回国后，在东营市东营区法院
实习。但因刚回国，姚奇还没有参加
司法考试，一边实习一边准备考试。
在基层实习过程中，他真正地了解到
老百姓日常发生的事，增加了从业经
验。

在实习时，姚奇负责开传票和送
判决书，看起来很简单，其实也会有
些小麻烦。他说：“现在有些人对法
律知识了解的比较少，害怕收到传
票，所以会本能地抗拒，这增加了我
们的工作难度。有一次，我和单位的
同事一起给一家公司送传票，没想
到公司人员耍赖，以董事长不在为
由拒收传票，还抢执法记录仪。这
时，公司突然来了十多个小混混，
说是来追债的，堵住门口，不让我
们走。一位同事见情况不好，打电
话给法警。法警到了之后，他们就
灰溜溜地散了。”现在是法治社会，
想让更多人有法制观念和规则意识
就必须要扎根基层，深入到老百姓
的生活中。

蓝领值得骄傲

随着科技进步，越来越多的公司
需要专门的技术人才，很多大学生毕
业后选择在生产一线工作，脚踏实
地，从基层起步为以后发展奠定基
础。

“其实不光是回国的留学生，很
多分到厂里的大学生也会觉得有落

差，觉得自己是大学生居然还得做这
种工作。但能在生产一线工作我感到
很骄傲！虽然苦点累点，但是很充
实。任何工作都需要从基层起步，在
生产一线能学到的东西很多。”冯相
玥骄傲地说。

冯相玥毕业于日本冈山理科大学
情报工学专业。2014年3月份回国后
在华能淄博白杨河发电有限公司的检
修部工作，主要维护设备安全运行。

“刚到公司上班时，很多人都问我：

‘留学回来为什么不去大城市发展？
回博山来这个电厂有什么前途？’但
我不这么认为，正是小城市的生产一
线才需要专门的技术人才，我觉得这
里更需要我。而且我在日本上学的时
候就想回家，找一份离家近点的工
作，这样可以更好的照顾父母。”冯
相玥说。

“海蓝”有优势

蓝领海归 （“海蓝”） 优势不
只表现在高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在
基层同样也有优势。一种精神，一种
态度，对基层工作也会大有裨益。

冯相玥认为留学经历对
她的工作有很大帮助。“因
为电力行业是高危行业，必
须保证设备安全运行，各项
操作必须很严谨。日本人的
做事效率，对工作的严谨、
敬业、认真的态度非常值得
学习。我在日本留学期间勤
工俭学，和日本人一起工
作，大学快结束时去日本公
司实习，真实地感受到了日
本人的严谨细致，自己也受
到了感染。回国后我把学到

的这种精神，养成的一些良好习惯运
用到工作中，这让我极大程度上提升
了我业务能力。”

针对这个问题，姚奇则认为，
“在国外生活都是靠自己，所以海归
自理能力较强，吃苦耐劳，适应能力
强，就算在偏远的基层单位也没有生
活困扰。”

凡事都有两面性，海归有优势也
有劣势。王明说：“在国内和国外读
研究生还是有区别的。国内的研究生
可以在校期间就跟着导师做项目，与
企业进行合作，这样毕业以后可以顺
其自然的解决工作这个问题，而国外
的研究生回来基本是从零开始，还是
有一定的就业压力。”

据了解，越来越多的学子回国后，选
择从基层工作做起，他们扎根基层，在生
产一线工作，与老百姓直接打交道。

海 归 蓝 领
王金铭

挚爱艺术为美创业

谈及创业项目的初衷，很多海归表示，是为了更好地普及艺术知识，宣
扬艺术之美。

方翔曾在英国伦敦大学的温布尔登艺术学院学习纯艺术专业。留学期
间，他创办了一个微信公众平台，把英国的艺术展览等一线艺术活动介绍到
国内，受到了很多关注，也因此走上了创业之路。

“我学习艺术已经很多年了，自己也在不断创作作品，对艺术，我有着许
多探索和心得体会。留学时，体会到国外的艺术教育和国内差异非常大，同
时公众对于艺术的认知也和国内有不同，于是，我就想到了创建一个公众平
台，和大家分享一些艺术信息和我的想法。”方翔说，“我成立公司的初衷就
是构建一个公众平台，作为人们了解国外艺术信息和形式的渠道，成为大家

的‘眼睛’，带着大家欣赏艺术，也借此来呼吁大家关注艺术。”
周圆曾是一名室内设计师，在工作了15年之后，选择到伦敦艺术大学切

尔西艺术学院进修。回国之后，他创立了一个艺术空间，给新锐艺术家做展
览。他表示：“我创立艺术空间的初衷就是把当代艺术推向大众，能够让艺术
走入社区，进入生活。相对来说，在深圳民间当代艺术的力量很薄弱。所以
我希望从一点一滴做起，通过一些西方艺术家驻地、艺术展览、学术论坛和
小型沙龙等形式，使得中西文化在当代艺术范畴有民间力量为其发声，慢慢
让大家能够体会到艺术的魅力。”

廖元辛曾就读于美国马里兰大学，他创办的沙龙经常会举办与艺术相关

的分享会，他认为：“在商业浪潮下，大家常常忘记艺术的本质是什么、如何
欣赏艺术。有时候大家考虑问题过于功利，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浪潮下，对艺
术的宣传才变得尤为可贵。艺术可以浸润人心。艺术教育和宣传虽然无法起
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却有一种“润物细无声”式的影响，从长远来看，这个
影响是非常积极的。”

王悠然 （化名） 曾就读于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学习设计专业，毕业之后
她建立了一个公众号，以普及各类艺术知识为主，也举办线下的一些艺术交
流活动。王悠然说：“我并不打算依靠这个公众号盈利，我的作品可以养活我
自己。我创建公众号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传播艺术之美。我在学习艺术的过
程中发现了它的美妙之处。我所看到的艺术美，希望你也能看到。”

留学经历更有优势

对于学习艺术的海归来说，海外留学的经历对他们的创业有多方面的帮
助。

方翔说：“留学之后我眼界开阔了，作为一个公众号的运营者，我在内容
的输出上更有选择性和前瞻性了。”他补充道：“我和国外的朋友、同学、导
师至今还保持着联系。虽然我人不在英国，但是获取消息的渠道还在，最新
的展览信息、艺术评论和文献资料也比较容易获得。我认为这是海归所具备
的优势，而且我在留学期间锻炼了英文一手资料的阅读能力，这都对我有很
大的帮助。”

程诗仪曾就读于英国伦敦艺术学院，学习纺织品材料设计。“首先，国外

支持式的教育教会我不管做什么都要敢于尝试。这也是我创立项目的基础。”
程诗仪说，“其次，求学过程中积累了大量人脉和其他方面的资源。比如设计
师人脉，我在留学期间结识了不少优秀的设计师。而且留学经历使得我们之
间的理念也比较相近，沟通起来很愉快。同时，我也接触到国内的一些企业
家，一起去做调研。这些在无形当中都为我的创业项目积累了资源。”

周圆也认为留学经历给他积攒了很多人脉，成为他回国创业的优势。他
坦言：“我原来是一名室内设计师，出国后才接触艺术家这个圈子，艺术空间
的工作基本都是围绕我的留学人际圈在进行，我的合作伙伴中还有来中国帮
助我的外国同学，可以说，我现在做的事情和我的留学经历是不可分割的。”

艺术创业任重道远

由于国内外艺术环境的差异，很多海归回国创业面临着不少问题，想要
在艺术方面作出一番事业，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是学习纯艺术的，很希望能往职业艺术家的方向发展。但是，目前国
内这方面正在发展中，体系并不是很完善。整个职业艺术系统的运作还在探
索之中。”谈到自己的理想，方翔有些无奈，“所以我现在一边运营自己的公
司赚钱维持生活，一边努力奋斗成为一名职业艺术家。后者一直是我的理
想。”

在公众平台的内容方面，方翔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因为西方的艺术和中
国的艺术从不同的体系发展而来，所以国内一些人不太能够理解西方艺术，
所以在推广方面存在一些困难。而现在的大部分公众号主要依靠广告来生
存，广告由人气决定，而人气由公众的认可度决定，所以我们不能发一些纯
艺术的分享。为了生存，还是需要暂时地迎合国内的市场，积攒力量，等待

我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艺术分享的那一天。”
周圆表示，创业成本也是创业者们一个巨大的难题。“深圳消费和房价均

居国内高位，这导致租赁成本、人员成本都会比较高，使得创业的成本也增
加了很多，这可以说是深圳大部分创业者都要碰到的难关。”

“现在艺术相关的创业难题就是，我们向往着‘诗和远方’，却解决不了
‘眼前的苟且’。”王悠然坚定地说，“对我来说，填饱肚子和热爱艺术都很重
要，哪一个都不能少。”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
凭借艺术创业本就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以普及艺术知识为
目的进行创业更是难上加难。
不论是有留学经历的海归，还
是 没 有 留 学 经 历 的 国 内 艺 术
家，都会面临的问题是，公众
对于艺术信息的接受程度和关
注程度。

如何做到既保证公众关注
度，同时又能进行专业知识和
信息的推广，这是大部分艺术
类 海 归 在 创 业 时 要 首 先 考 虑
的 。 信 息 过 于 专 业 ， 晦 涩 难
懂，公众关注度和接受度就不
高；而过于“接地气”的内容
又无法达到普及艺术的目的。
二者之间的平衡是现在的艺术

类从业者应该首先把握住的重
点。

对于艺术类创业者来说，
公众关注度就相当于是维持生
计的“面包”，关注度增强，才
会有经济基础进行进一步的普
及和推广。所以，想要把艺术
和“面包”结合起来，实现二
者兼得，艺术创业的海归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

王超的日常工作之一是负
责解答电话咨询的相关问题，
讲解如何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
以及办理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
均由受访者提供）

廖元辛经常在自己创办的沙龙与大家交流讨论艺
术，希望大家在“商业浪潮”中不要忘记艺术之本

（上、下图）。

程诗仪 （左一） 正在为自己的创业项目进行走访调
研，与村民进行交流。

程诗仪 （左一） 正在为自己的创业项目进行走访调
研，与村民进行交流。

创业的日子是忙碌的 。方翔除了进行艺术创作，每天要对自己的
微信公众号内容更新 （左图），即便在外旅行也要坚持完成。

冯相玥在华能淄博白
杨河发电有限公司的日常
工作之一，是给设备输入
保护定值。

周圆 （右三） 经常在自己的艺术空间举办活动，与设计师们

共同探讨。

海归回国接着“玩”艺术
贾 程 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