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事

2011年12月27日 星期二 编辑：吕华远 组版：韩舟

C12 今日济南

打38个求职电话，37次遭拒
一“90后”女孩四年三换工作，如今更想长久干下去
本报记者 马云云 孟敏

本报12月26日讯 (记者
赵丽 实习生 张凯丽
邵明虹 ) “急聘寒假短

期、长期服务员，待遇2000
元-3000元/月+包吃住”“特
聘短期促销人员数名，工资
日薪加提成”……春节消费
黄金期即将到来，餐饮业不
少单位都面临人手短缺的
窘境，因为难以招到长期员
工，只好通过招“寒假工”、

“短期工”应急。
“我们这儿的招聘启事

一直贴着呢。”25日，泺源大
街巴山夜雨酒楼的前台人
员张先生告诉记者，他从事
餐饮行业已经十多年了，
80%的酒店都会在年前招
人。餐饮业人员流动本来就
大，过年又是酒店最忙的时

候，为了避免“招工难”，酒
店干脆一直贴着招聘启事。

“招聘启事贴了大半月
了，只招到几个学生工，长
期的几乎无人过问。”在芙
蓉街，一家水饺店的负责人
介绍说，因为长期工不好招，
贴招聘启事时都会加上“寒
假工”、“短期工”字样，以求
能应付过年。

一些店家干脆把招聘
启事贴到了校园里。在济南
大学的告示栏里，不少餐饮
单位贴出了招聘短期工的
启事。“过年长期工不好招，
我们就只招短期工，看中了
学生放寒假的特点。”金荷
酒店负责招聘的屈先生介
绍说，临近年底，家在外地
的一些服务员有的要回家

过年，有的年前辞职，酒店
人手紧张，干脆就招些寒假
工应急。

记者发现，许多招聘都
标明“工资面议”。店家表
示，因为招寒假工主要是为
了应付过年最忙的一阵子，
所以一般要求春节期间在
岗，最少干满一个月，待遇
不会比长期工差。

“以前都得托哥哥姐姐
帮忙找工作，现在出去转转
就有了。”对招聘寒假工的
热潮，学生也深有体会。济
南大学大三学生小杨告诉
记者，以前还得求亲友帮忙
联系打工机会，现在自己找
就行了，他宿舍有同学已经
联系好寒假兼职，不回家过
年了。

最初两份工作

都是主动离开

2007年冬天，17岁的孟翠从
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服装
厂做工。她学的是服装设计专
业，首份工作也算专业对口，但
和很多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一
样，她脸皮薄，受不了什么挫折，

“组长一数落人，就感觉是带着
我一块儿批评的。”最终，她主动
告别。

2008年，经朋友介绍，孟翠
到一家工艺品厂制作项链、耳环
等产品。找这份工作并没费多少
劲，“不需要经过领导，跟车间管
员工的人说一声就行了。”孟翠
后来知道，厂子一线很缺人，为
了尽可能多地招到员工，公司规
定，员工每带一个新人入厂，可
以获得200元奖励。

在这家工艺品厂，孟翠平
均每月可以领到2500元以上，
这对18岁的她来说，已经非常
不错了。但她每天要做的事，就
是 在 流 水 线 上 保 持 低 头 的 姿
势，头顶距离灯管半米左右，手

上重复固定的动作，一天下来，
脖子酸痛眼睛生疼。若遇上旺
季，加班到夜里12点是常有的
事儿，弄不好还要通宵。更要命
的是，工厂离市区很远，坐车到
市区要两个小时，厂里管得也
严，平时不让员工出门，这对正
处于爱玩年龄的年轻人来说，
近乎苛刻。

有人受不了这分辛苦和单
调，悄悄离开。感觉收入还算可
以，孟翠一直坚持了两年，她成
了厂子里的“老人”并当上了小
组长，这意味着她不需要再像过
去一样，保持着别扭的姿势和动
作。但一个月后，她也和此前离
开的姐妹们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背起行囊离开，“虽然不那么累
了，但要做样品，每天还是要耗
时间、费精力”。

曾经月入上万

后来跌到几百

孟翠要找一份新工作！她一
头扎进招聘广告，可因为自己学
历低，在看似密密麻麻的岗位
中，适合的没几个。

不久，一则写着“年薪10万
不是梦”的广告进入她的视野，
下面写着“不动产”，起初她并不
知道做“不动产”生意是干啥的，
但这个“年薪10万”的字眼让她
心动。她不停地向这些房产中介
机构做自我推荐，前37个电话都
因学历低等原因拒绝了她。在拨
通第38个电话前，她心里已经打
了退堂鼓：“实在不行，就回去上
大专去！”

所幸，第38个电话成功了，
一家中介的店长同意孟翠前去
面试。这是孟翠职业生涯中一
次真正意义上的面试，店长问：

“怎样才能做一名合格的销售
员？”她回答：“勤快、能跑、会
说话就行。”店长告诉她，还要
会动脑子。孟翠似懂非懂地点
了点头。

孟翠被录用了。店里承诺每
月底薪700元，外加业绩提成。由
于没经验，孟翠前三个月一直没
什么业绩。直到第四个月，也就
是2010年11月份，那一天，济南
飘下了当年冬天的第一场雪，特
别大。孟翠骑着电动车前去陪客
户看房。看完房子两个小时后，
客户打来电话，表示同意买房。

孟翠终于开单了！
之后的几个月，孟翠的工作

业绩一直不错，月收入最高达到
1 . 7万多元。可进入2011年下半
年后，随着限购政策的逐渐收
紧，房子不好卖了。7月份她把
QQ签名改成了“加油“、“一定要
开单”等字样，但这并没有改变
她的工作困境。月收入从万元以
上跌到几百元，她坚持不下去
了，提出辞职。其实，这一行孟翠
并没干够。店长挽留，但她去意
已决。

在孟翠辞职之后，二手房
市场行情继续低迷，她供职过
的店里，陆续有人辞职。在她的
QQ空间里，还放着此前和中介
同事的合影，在那些照片上，一
群年轻人穿着统一的工装，整
齐地列队，做着加油的手势。如
今，大家并肩奋斗的日子已经
不复返了。

在外面跑销售

没敢告诉妈妈

来保险公司，孟翠也没费多
大劲。当得知她有从业经历后，

经理便点头同意了。保险公司也
正缺人，她目前所在的部门，从
10月份就开始招人，但几场招聘
会下来只招到两个人。与此同
时，部门内划分的小组中，有的
组长只能是“光杆司令”。

眼下，孟翠每天做着走访客
户、推销理财产品等事情，尽管
至今还没开单，她依然不停地奔
走，进客户家，有时见客户板着
脸，就尽量多微笑。

现在的孟翠已经和17岁时
不同了，她变得自信、自立、开
朗，也逐渐明白当年面试时那
个店长所谓“动脑子”的意思。

“之前都是锻炼，觉得自己就是
个孩子，不指望赚多少钱，也不
想太多，现在想长久干下去。”
她意识到自己已经长大，该为
父母分担重担了。在她的朋友
圈里，绝大多数人都曾在初涉
社会时，怀着一颗大孩子的心，
不断经历，直到某一天想要安
定下来。

不过，直到现在，孟翠的妈
妈都不知道女儿在外面跑销售，
她告诉妈妈自己在保险公司做
内勤，风吹不着雨打不着，这样，
妈妈就放心了。

26日上午，省城一家寿

险公司员工孟翠敲开客户家

门，送上了印有公司标志的

春联。对21岁的孟翠来说，这

家寿险公司已经是她求职路

上的第四个“东家”了。

在不少单位不得不面临

年底“用工荒”的同时，众多

求职者也经历了一次次的放

弃与选择。在孟翠算不上多

曲折的求职经历中，有时是

主动辞职，也有时是因为一

些行业不景气被迫离开。

“长期工难招，先应付过年再说”
春节期间用工难，不少餐饮单位凑人手应急

26日，孟翠(右)走访客户
并送上春联和福字。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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