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生暑期打工汇”再起航
欢迎大学生积极自荐，更期待各类企业主动送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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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暑假打工，住宿是个大问题
小孔和小王是济宁职业

技术学院建筑系的大一学
生，他俩一个家在枣庄，一个
家在菏泽。说起暑期打工，两
人都十分憧憬。“我俩毕竟是
大一的学生，以前从来没有
暑期打过工，所以希望能够
锻炼一下。”小孔说。但因为
没有经验，二人均表示暑期
还是回老家找工作比较靠
谱。小王告诉记者，学校过了

七月份就要封校，如果在济
宁找工作的话，住宿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

有着同样担忧的还有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的大
一学生刘洪羽。来自日照
的她，对济宁还感觉很陌
生，所以对于暑期打工，她
很 坚 定 的 表 示 要 回 日 照
找，如果找不到合适的，那
就索性报个辅导班去补习

下英语。“对工作性质有要
求吗？”“现在还没有，我关
注 了 不 少 暑 期 招 聘 的 信
息，都以销售、工厂加工之
类的工作为主，与我们生
物专业有关的太少了。”刘
洪羽说到此，脸上显得很
无奈。而她的同学续田田
则要轻松很多，家就在本
地，所以可选择面要比外
地的同学宽上不少。

能赚点钱，最好还能专业对口
对于很多有过暑期打工经

验的老生而言，他们对自己的
暑期规划，要比学弟学妹清晰
很多。经管系大二学生孙丰玉
和崔霞，既是同班同学，也是一
对情侣，而且还是淄博老乡。两
人都表示，这个暑假不打算回
家了，就在济宁寻找打工机会。

“首选选择是那种能提
供住宿的工作，学校暑期要
封校，能解决我们住的问题

的话最好。”孙丰玉说，他和
崔霞学的都是金融保险，这
个专业在暑期兼职方面似乎
可用的地方不多，所以孙丰
玉想要找个靠出力气就能干
的工作。而崔霞显然并不接
受，“校园内张贴的暑期招工
简章上，大部分招工企业是
电子厂、食品厂之类的，工资
看起来不低，但工作环境不
好，工作量大，太辛苦。我这

两天正在网上找着暑期招工
信息呢，但愿能找个稳定点
的，首先肯定希望能和自己
学的金融保险专业挂钩。”

文管院大二学生王兰目
标非常明确，“我这个暑假要
找个幼儿园教师的工作，因
为我是学学前教育的。”王兰
说，“再过一年我就要毕业
了，所以我希望能找个跟自
己专业相关的工作锻炼下。”

学校：大学生打工需要公信平台
暑期求职，为什么大部分

学生要绕过校园内发布的信
息呢？记者来到信息栏前看
到，这里张贴着多张招聘简
章，但大多为非济宁本地的用
人单位。记者粗略数了一下，
在不到十家用人单位的招聘
简章里，只有两家是本地的。

针对外地用人单位，孙丰
玉的感触最深。孙丰玉告诉记
者，他有两名舍友去年在学校
信息栏上看到有家上海的企
业招人，简单联系之后便报了
名。谁知道出发以后，招聘单

位先把他们安排到青岛工作
了两天，然后又从青岛去了曲
阜，在曲阜又工作了两天之后
才去了上海。

有了这前车之鉴，孙丰玉
说他的很多同学就都尽量不
选择外地企业。“虽说江浙沪
地区给的工资不低，但毕竟地
方远。学校内张贴的招聘简章
大都信息不全，或者不准确，
我们联系之后也有可能因为
没经验而疏忽一些细节。”孙
丰玉告诉记者， 由于大学校
园的相对自由化管理，使得很

多用人企业可以随意进出校
园，在各个信息栏上张贴各类
信息，但这些信息是否属实，
却因为没人监管而容易出现
漏洞。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一位
负责学生工作的老师表示，呼
吁广大有公信力的社会机构
能够参与到学生勤工俭学中
来，为校方、学生和用人单位
搭建一个良好的平台，这样的
一个平台可以实现三方共赢，
学校放心、学生受益，用人企
业也无需为招不到人而发愁。

本报济宁6月19日讯 (记者 黄广华
见习记者 汪泷) 大学生或准大学生

们朋友们，你们想在暑期找一个勤工俭学
岗位吗？由本报和济宁市劳动就业办公室
联合主办的“大学生暑期打工汇”活动再
次起航啦！为了让大学生暑期打工之路更
加顺畅，搭建求职和用工的互动平台，本
报决定启动第三届“大学生暑期打工汇”
活动，同时，欢迎可提供勤工俭学岗位的
爱心单位和企业参加，给大学生提供打工
的机会。

每年暑假，很多的大学生想找一个打
工的机会。2010年暑假前夕，本报记者对
大学生暑期打工的现状进行了采访调查，
调查了解到大学生获得暑期打工岗位的
渠道非常有限，大多通过校园内张贴的小
广告、网上信息，或者是朋友介绍，但由于
缺乏经验和正确的引导，大学生暑期打工
受骗的现象屡屡发生，面对一些小广告暗
藏的陷阱，许多有打工想法的学生只能望
而却步。同时，济宁各大高校也没有给予
大学生暑期打工多少的关注，不但缺少相
应的组织和管理，也很少搭建过用工平
台。

为给学生提供一个放心的工作环境，
同时缓解学校方面的压力，让学校可以放
手让学生参加到广阔的社会实践中去，实
现对学生的培养目标，此外还能够让学生
实现一定的社会价值。本报于2010年首次
启动了“大学生暑期打工汇”活动，如今已
经成功举办了两届，为用工企业举行了多
次现场对接洽谈活动，帮助600余名大学
生找到了暑期打工的机会。活动结束后，
众多的大学生纷纷表示，希望今年本报能
够积极举行类似的活动，为他们和企业间
搭建一个平台。

本报“大学生暑期打工汇”活动即日
起再次起航，欢迎可提供促销岗位的商场
超市以及可提供暑期短期岗位的各类企
业积极报名参加。同时，也欢迎大学生们
主动推荐自己，说出你的打工想法。互动
热线：18678730181、15206370620。

19日上午10点左右，记者来到济宁职业技术学院。在教学楼外记者看到，信息栏上贴满了很多
暑期招工的信息。记者在信息栏旁观察了一段时间，来来往往数十名学生，却鲜有学生停下脚步
看看招工信息。记者采访获悉，不少大学生表示自己也希望趁暑期打工锻炼一下，但由于信息不
流畅，他们急需一个具有公信力的平台，为学生和企业牵线搭桥。

校园招工小广告没人监管
学生找打工机会有点迷糊
文/图 本报记者 黄广华 见习记者 汪泷

花花绿
绿的招聘
信息，让
学生们挑
花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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