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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本报记者
周国芳 王小涵

29个非遗项目、30
家院校同台竞“技”

8月30日晚，日照市太阳广
场海风习习。“技能中国行
2018——— 走进山东”技能展示
交流活动在阵阵掌声中拉开帷
幕。这也是继2016年走进潍坊
后，我省第二次承接技能中国
行系列活动。

据了解，本次“技能中国行
2018——— 走进山东”技能展示
交流活动以“新时代、新技能、
新梦想”为主题，全面展示新时
期我省技能竞赛、技工教育、技
能人才培养成果和发展方向；着
力围绕新旧动能转换、乡村振兴
战略和海洋经济发展，引导和带
动全省上下加快建设知识型、技
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为新
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提供
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活动可谓“大咖云集”，活
动邀请了来自全国和省内各市
的职业教育专家、高技能领军
人才、世界技能大赛获奖选手
以及省内外部门企业、院校的
代表约1000人，“非遗”项目29
个，学校30家，企业15家参与，
共话合作、共谋发展，共同服务

国家战略，助力新时代现代化
强省建设。

“技能中国行”自2013年举
办至今，旨在向全社会发出技能
立身、技能强国的引领号角，营
造崇尚劳动、崇尚技能的时代风
尚。目前，在相关部门的大力支
持、积极推动下，技能竞赛、技工
教育、职业培训日益得到社会各
界的深度认同、普遍参与。

多元技能展示，促
进世赛成果转化

8月31日，在技能展示交流
活动现场，山东交通技师学院
的无人机飞行展示令人拍手称
赞；日照市技师学院眼视光专
业师生进行现场免费配镜；临
近中秋，带来了“四斤重月饼”
和“面点现场教学”的山东省城
市服务技师学院、平度市技师
学院展位前更是熙熙攘攘。若
是感到饿了，还可以到“非遗”
展示区来份利津水煎包，边吃
边走，欣赏中华绝技蛋雕、核
雕、琉璃等民间工艺展示。

据悉，本次活动设有世赛
辉煌展厅，主要展示中国技能
大赛成果，领略大国工匠、世界
技能大赛选手的风采，宣传职
业技能竞赛成果，弘扬大赛精
神，促进竞赛成果转化；设有技
能兴鲁展厅，主要展示我省技

能工匠人物风采，弘扬工匠精
神以及近年来我省技能竞赛、
技工教育、技能人才培养成果。
此外，展会还设置了工匠展区、
企业展区、学校展区、非物质文
化遗产展区，以图文并茂、现场
演示、体验操作等方式，全面展
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取得的显
著成绩。

活动期间，第44届世赛工
业控制项目冠军袁强也在现场
找到了下一步工作的“方向”。

“我刚刚去看景阳青茶艺
展示，发现对方正准备筹建一
条制茶生产线。我所在的山东
工业技师学院可以研究一下茶
艺过程，尝试针对制茶工艺进
行自动化技术改造，为企业解
决生产难题，提高生产效率，探
索出一条自动化制茶的新方

法。”袁强笑着说，世赛夺冠之
后，自己一直想将世赛成果转
化成实际的生产效益，希望这
次有收获。

技能强省，推动“山
东制造”向“山东创造”
转变

为更好地普及推广世界技
能大赛，活动同时邀请我国参
加世界技能大赛的专家、教练
和获得金牌的优秀选手，开展
专题讲座、实操演示和技术指
导交流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
世赛、关心世赛、参与世赛。

同时，围绕推动制造强省
建设、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
等战略部署，活动组织了多场
主旨论坛，邀请有关专家及高

技能领军人才，围绕加快高技
能人才培养、技工院校发展、企
业技能人才自主培养、评价、激
励、使用等课题开展研讨。

省人社厅厅长于富华介
绍，技能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
才，是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
分，更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
推动者、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
程的重要建设者。当前，山东正
处在由大到强战略转变的关键
时期，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离不开高素质的技能人才
队伍。我省将强化技能人才工
作的政策保障力、品牌示范力、
竞赛影响力，推出更优的扶持
政策，搭建更高效的创业平台，
造就更多德技双馨的“齐鲁工
匠”，进一步推动“山东制造”向

“山东创造”的转变。

本报记者 周国芳
见习记者 韩晓婉

“有基础才能做好
自己想做的事”

毕业于省城某高校旅游管
理专业的“95后”王振去年7月
份参加工作，到现在已经换了
两份工作了。

“刚开始有一定的新鲜感，
觉得一定要在旅游行业干出自
己的一片天地。”去年，刚毕业
的王振对未来充满热忱，对旅
游行业也十分热爱，于是在济
南一家旅游公司找了一份旅游
营销的工作。即使前3个月的月
薪只有1000元，他也没有动过
放弃的念头。

“一开始想在旅游行业能
做下去，这是我的梦想。后来觉
得自己想的太简单，旅游行业
跟自己想象的大不相同，于是
决定换个行业，这跟自身也有
关系，同时也是为了生活。”工
作半年后，王振在原来的旅游
公司离职，去了一家电商公司，
每个月工资能拿到5000元，加
班也比原来少了。

对于现在的工作，王振很
满意，并明确会继续坚持下去。
在他看来，第一份工作很喜欢，
但并不真的适合自己。他说，大

多数像我这样的“95后”第一份
工作收入往往不高，连每个月
的水电费和房租都很发愁，这
种情况很现实。所以，我选择换
一种方式靠近梦想，有了强大
的经济基础，才能做好自己想
做的事。”

记者采访发现，和王振一
样，不少“95后”职场新人对第
一份工作的新鲜感来的快，去
的也快。数据显示，职场人第一
份工作的平均在职时间呈现出
随代际显著递减的趋势。“70
后”的第一份工作平均超过4年
才换，“80后”则是3年半，而“90
后”骤减到19个月，“95后”更是
仅仅在职7个月就选择了辞职。

更追求工作付出
的回报率

“因为工作，我的作息完全
紊乱，觉得身体受不了这样的
工作。”毕业于省城某高校新闻
专业的林冉，在毕业后经过内
推进入一家国内知名互联网公
司，负责内容审核工作。一开
始，林冉工作激情很充足，但由
于工作性质需要三班倒，上夜
班变成了家常便饭，慢慢地，林

冉有些吃不消了。
今年8月，林冉工作近一年

时间，她虽然努力认真，但薪资
仍然只有最初的5000元。“当时
觉得这么累这么努力也没有得
到相应的回报，就辞职了。”

辞职后，林冉通过朋友了
解到另外一家互联网内容分发
平台在招聘，借此机会，林冉成
功跳槽到了这家公司，并通过
竞聘当上了小组长。“我在原来
的公司学到了很多，比如工作
中最重要的特质就是靠谱。换
工作后，遇见了很多优秀的人，
一点也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对
于现在的工作，林冉觉得努力
就会有上升的机会，她决定坚
持下去。

与林冉一样，经济学专业
的张荣也刚刚告别了自己的第
一份贸易类工作，找到了新公
司入职。对于自己的第一份工
作，张荣直言“太仓促”，“当时
毕业还是年轻，对自己的定位
很模糊，毕业时找的工作没有
按照自己专业来找，纯属机缘
巧合吧。”

张荣认为，衡量一份工作
好坏的重要因素就是工作环
境、工作氛围让人舒适与否。由

于不适应当时的工作状态，想
寻求一个更好的平台共同进
步，张荣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辞
职，进入一家媒体工作。入职两
个月，张荣觉得这份工作很适
合自己。“对现在的工作很喜
欢，氛围很好，会坚持下去。遇
到喜欢的工作，就算是吃苦委
屈也不会放弃。”张荣说。

有专家分析，“90后”“95后”
们频繁且短暂地更换第一份工
作，在于他们更加追求独立自
主，关注自身感受和自我价值的
实现，一旦发现工作与期待不符
则会更快做出其他选择；加之如
今获取职业信息和机会的渠道
越来越快捷和便利，更换工作
变得更加简单和频繁。

就业前应对目标
行业多方面了解

济南一家互联网公司的
HR潘亮介绍，以校招身份进入
企业的毕业生工作相对稳定，
有些自己找工作的毕业生往往
对工作环境、薪资待遇等不够
满意，导致频繁换工作。

“去年开始，第一批‘95后’
踏入职场，他们往往对自己的

职业定位不准，在就业前没考
虑好自己想做什么，大多数毕
业生由于时间仓促找到的工作
与想象中的状态不一样，心理
落差较大，从而选择逃避辞职，
再找下一份工作。”潘亮说。

某社交平台发布的“第一
份工作趋势洞察”也提到，伴随
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90后”

“95后”，对于职业规划拥有更
多的可能性，乐于尝试新鲜事物
而不被专业所限。但也不可否
认，在学业和就业的双重压力
下，部分年轻人容易忽视对于自
身规划的独立思考，在并不清楚
自己到底喜欢做什么的情况
下，不论是专业选择还是第一
份工作的行业选择，都会有盲
目跟随市场导向的现象出现。

潘亮建议，首先，高校在进
行职业生涯规划课时，最好请
专业的HR给大学生们讲一讲
真正的职场是什么样的，让大
学生们在就业前有充分的思想
准备。其次，大学期间应尽早开
始对于目标行业和工作的了
解，并通过实习等方式为将来
就业做好准备。在就业时，最好
咨询一下已经毕业的学长学姐
们来获得一些可行性建议。

““选选择择换换一一种种方方式式靠靠近近梦梦想想””
调查显示，“95后”找工作“闪辞”多为缺少职业规划

同同台台竞竞““技技”” 造造就就更更多多齐齐鲁鲁工工匠匠
“技能中国行2018——— 走进山东”在日照顺利闭幕

开幕式现场，来自日照港的合唱团唱响“咱们工人有力量”

近期，某职场社交平台发布了“第一份工作趋势洞察”。数据显示，毕业生们的第
一份工作在职时间缩短，“95后”平均7个月就离职。第一批“95后”踏入职场已经一年
了，职场新人们的现状如何？

看了技工院校的无人机、机器人展示，到非遗展区欣赏蛋雕和
扑灰年画，饿了再吃一个利津水煎包，你见过这样的技能盛宴吗？9
月1日，“技能中国行2018——— 走进山东”技能展示交流活动在日照
闭幕。来自全国和省内各市的职业教育专家、高技能领军人才以及
省内外部门企业、院校的代表共话合作、共谋发展，共同服务国家
战略，助力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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