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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招聘大学生交通协管员，就第一次挺火，在岗者也挺纠结

公益性岗位，只解一时之急？
本报记者 黄广华 王海龙

为适应道路交通管理的需要，交通协管员这一社会角色应运而生。20日上午，济
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再次招聘100名大学生交通协管员，这是继2009年以来，
该市第四次招聘大学生交通协管员。去年11月份设定了140人招聘计划，却仅招到了
58人。

济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2009年
起，为缓解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济宁推出了针对未就业大学生的交通协管员招聘计
划。这些岗位为政府出资开发的公益性岗位，交通协管员在岗期间享有社会保险补
贴、岗位补贴及绩效考核补助。签订岗位协议，协议一年一签，最长三年。“2009年第一
批招聘协管员时可比现在火，现在报考人数一次比一次少，一次比一次难招。”说起目
前的现状，一位参加过2009年招聘的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为促进就业，近年来济宁市在公共服务部门、后勤服务岗位以及适宜就
业困难人员再就业的部门开设了众多公益性岗位，有了这些岗位，众多寻求就业者满
足了一时之需。许多人提出，一些用工缺口较大的公益性岗位能否待遇提高一些、走
得更远一些。

待遇不高 一些协管员选择辞职
21日上午，济宁城区南门口岗，协管

员王东绪(化名)正在执勤。“我是2009年9
月通过考试成为交通协管员的，当时签
了三年的合同，今年8月份到期，到时候
还不知道怎么办呢？”王东绪告诉记者，
刚开始干协管员时，每个月的基本工资
才400多元，加上绩效工资，每个月最多
700多元，“工资才涨了一年多，基本工资
提高到700多，加上400元的绩效工资，最
多就是1100元，食宿全部自理。”王东绪
说，绩效工资还是要等到考核合格后才
能全部拿到，否则出现问题都有可能拿
不到绩效工资。

“工资低是很多人不愿意当协管员
的主要原因，”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交警
中队长告诉记者，他们队上原来有一个

微山的大学生协管员，因为家不在城区，
上班期间需要在济宁租房子住，“一千多
块钱的工资，除去租房的钱，还要吃饭，
基本就不剩钱了，最后不得不辞职不干
了。”

采访中记者获悉，当交通协管员
的“门槛”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
低。今年的这次招考，从学历上就要求
必须是全日制普通高校未就业的应、
往届毕业生，并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裸
视力4 .8以上或裸视力在4 .6以上且矫
正视力均在5 .0以上；男性身高不低于
1 .70米、体重不低于50公斤；女性身高
不低于1 .60米、体重不低于45公斤。这
些条件基本上就是按正式警察招考条
件来要求的。

或去或留 大部分人心中挺纠结
“城市里哪个路口车最多最容易堵，

哪里就能见到我们。”在城区育才中学岗
执勤的协管员李彬(化名)向记者说起他
们的“不容易”。除了充斥灰尘、尾气、噪
声和交通危险的工作环境，他们还面临
着工作上的其他难题。

“最大的压力就是别人对我们工作
的不理解、不配合。有时候我劝别人不要
闯红灯、不要违规，有些人会不理不睬或
白眼相加，更甚者会恶语相向，甚至还会
动手，这其中的委屈真没法说。”李彬告
诉记者，因为他们不是正式交警，没有执
法权，在维持交通秩序时自己也没有底
气，做事认真负责的时候还会遭到不明
事理人的嘲笑。李彬说，在他做交通协管
员的头一两年，曾经发生过两三次冲突，

“不过现在我的经验多了，这两年行人的

安全意识也提高了，工作好做一些。好多
同事和我一样，逐渐爱上了这份工作。”

但是，也有协管员对自己的工作感
觉还不错。胡群(化名)是济宁职业技术学
院的应届毕业生，“刚刚上班一个多月，
感觉还可以，毕竟现在就业压力很大，像
这种刚刚毕业的学生肯定要适应一下社
会工作。”

今年刚22岁的胡群大学学的是汽车
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虽然并非学为所
用，但是他对于这份工作还算满意。“每
天工作6个小时并不太累，就是要忍受风
吹日晒，冰冷寒天的户外工作环境，还有
就是十字路口汽车等红灯时的尾气。虽
然喜欢这份工作，但是不知道能否有机
会干得长久，所以我正加紧复习准备参
加公务员、事业单位的考试。”

公益岗能否走得更远些？
据了解，济宁交警支队在2007年曾招

考过100余名正式的交警，之后再没向社
会公开招考。但是，目前济宁城区的交警
执勤点已经由2010年的20多个，增加至目
前的50多个，警力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在
这种情况，招收高素质的交通协管员或
许是一条可行之路。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2009年济宁市首
次招聘的交通协管员将在今年8月份合
同到期。合同到期后该怎办？这是令协管
员们非常纠结的问题。“相关部门没有任
何明确的说法，有的说到期就走人，也有
的说再续签合同，但是所有人对续签合
同都不抱幻想。”王东绪说。

“第一批协管员到期后，如果其后续
工作得不到妥善解决，也会给以后有想

法当协管员的人产生顾虑。”交警支队一
位负责人说。因为有后顾之忧，一些大学
生协管员不愿意在这个岗位稳扎实干，
但是一些协管员已经爱上了这份工作，
希望继续工作下去。未来会怎么样，大学
生交通协管员们心里都没有底。

同时，许多大学生协管员提出，大
学生公益岗位出台之初，目的在于缓
解大学生就业压力，不论是对社会还
是大学生本身来说，都是有益的。但仅
仅迫于紧张的就业形势而催生的这一
政策，不可避免地带有极强的临时性。

“既然用人缺口很大，能否设一些长期
岗位呢，这样我们也会更加努力工作，
因为会感觉到有奔头。”一位大学生交
通协管员说。一位大学生协管员在岗位上执勤。 本报记者 黄广华 摄


	H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