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博时代，不管是情愿或无奈，很多
白领“粉”了自己的老板；而作为回报，老
板也回“粉”来跟员工互动。你是老板的

“粉丝”吗？你会在微博上适当表达自己对
公司、对工作的热情，为自己加分吗？

强尼 (总监 )：不妨把微博当成一个西
洋镜，只观不语———“打死也不说”

微博是一块公共黑板，谁都能涂抹两
笔，谁都没有隐私。在这样的黑板上能发
表点什么？很多人还没搞清楚状况。

阿 辉 ( 咨 询 师 ) ：微 博 不 宜 用 作 拍
马——— 小心偷鸡不成蚀把米

职场沉浮还是取决于实力，而成熟的
老板一般都不喜欢重口味的马屁。都什么

年代了，大鱼大肉早过时了，还是清淡点
好。

雅彬 (教师)：也许不会大红大紫，但能
赢得“悄悄”的尊敬——— 做人还是本色好

我想起了卡耐基的话：“在这个世界
上……你只能唱你自己的歌，你只能画你
自己的画，你只能做一个由你的经验、你
的环境和你的家庭所造成的你。”

小倪(咨询师)：我来过，看过你的微博，
却不留下任何评论——— 悄悄关注一下他

我关注老板的一言一行，有一点风吹
草动都看得明明白白，他却一丝一毫都不
知道我其实什么都知道。一切都是鬼子进
村，悄悄地干活！

又到高考填报志愿的关键时期，又一批考生和家长要在各类专业之间思来
想去，小心翼翼地揣测四年后的就业情形。一研究机构曾对200例职业再定位的案
例进行了专项研究，发现“专业对口”让六成毕业生就业尽折腰，最终不得不重头
来过，重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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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显示：“专业对口”让六成毕业生就业尽折腰

找工作一定要专业对口吗

今日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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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部分省市区企业工

资指导线下调

《楚天金报》报道，日
前，全国已有12个省市区请
示或公布了企业工资指导
线，大部分涨幅比上一年下
调。工资指导线涨幅下调，
或多或少可说明今年整体
工资增长情况将面临压力。

点评：企业工资指导线
是政府根据当年经济发展
调控目标，向企业发布的年
度工资增长水平的建议。这
个指导线虽对企业没有强
制性，但却是一个风向标。
工资指导线增速下调反映
出在今年经济形势不明朗，
企业盈利能力受限的情况
下。

事件：升职最多的是公司

前台

《钱江晚报》报道，在很多
人眼中，公司前台是一份没什
么技术含量、谁都能做得来的
工作，工资不高，似乎也没什
么前途。可是，在人事经理看
来，能招到一个好的前台相当
不容易。据统计，各公司中升
职最快、机会最多的职位除了
领导秘书，就是前台。

点评：从前台一直做到
中高管，甚至CEO，这在外企
是有成功案例的。问题是为什
么有的人可以从前台升职加
薪，有的人却不能？其中原因
有很大一部分是工作的态度
与敬业精神。能把前台做到极
致的人，想不升职都难。

事件：职校生“伪实习”成

为廉价劳动力

《中国青年报》报道，
学校安排的实习和所学专
业“不对口”，是经常引起
职校生质疑的导火索，不
少学生认为这是自己“被
实习”的表现，甚至质疑学
校、老师从中牟利。

点评：职校生实习变
“学生工”，成为廉价劳动
力，这是职校社会实践环
节出现的新问题。到底怎
么来认识此问题，什么样
的实习是“伪实习”？有相
关人士认为，实习要与教
学目标相吻合，没有明确
教学目标的实习是“伪实
习”。

去年7月1日生效实施
的《社会保险法》确立了工
伤保险待遇先行支付制度。

日前，公益组织北京义
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
发布调研报告显示，大多数
城市对该制度宣传不足、尚
未出台具体实施办法等问
题，工伤人员申请先行支付
待遇渠道不通畅。

调研涉及287个城市

2011年7月1日实施的
《社会保险法》中规定，单位
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发
生工伤事故的，由用人单位
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用人单
位不支付的，从工伤保险基
金中先行支付，该保险待遇
应由用人单位偿还。用人单
位不偿还的，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可以追偿。

据介绍，本次调研在全
国范围内(港澳台除外)选了
283个地级市和4个直辖市作
为调查对象，分别进行了电
话调研、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和网站查询进行调研和分
析。其中，北京、天津等城市
不在调研范围内。

新政实施各地进度不一

据介绍，调研结果并不
乐观。以政府信息公开为
例，调研人员向287个城市的

人社部门申请公开工伤保
险基金结余、未参保的工伤
人数、已受理的先行支付申
请、支付金额以及当地先行
支付的实施细则。在265个确
认收到申请并已按期答复
的城市人社部门中，进行部
分或全部答复的仅有84个
城市。该 8 4个城市答复显
示，浙江宁波和温州、山东
淄博、云南丽江等4个城市
已受理先行支付申请，威
海、厦门等城市则已出
台先行支付的实施细
则，贵州、福建、上海
等省市在相关地方
法规、规章或规范
性文件中，明确
吸 收 了 先 行 支
付制度的法律规
定。

电话调研结果
显示，明确表示可
以接受先行支付申
请的城市仅28个，
190个城市则明确表
示不接受申请。

近九成劳动

者不知新政

调 研 发
现，89%的未
参保劳动者
不 了 解 先

行支付制度，这和人社部门
的宣传不足有直接关系。调
研员接通了141个城市人社
热线“ 1 2 3 3 3 ”询问，仅有
22 . 1%的咨询员知道先行支
付制度。在“不知道”的城市
中，调研员联系当地人社局
工伤保险科，有35 . 8%的科
室人员对这一制度表示“不
知道”。

本期话题：

“粉”自己的老板，你确定？

建议：要放弃“终身就业”观念

“非某个行业不可，非某个专
业不可”，具有这种想法的人已经
背负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其实，
大学毕业生就业本来就属于初次
就业，人才流动和再就业是一种普
遍的现象，以后还会有第二次、第
三次的择业机会。虽然说“学以致

用”是求职者择业的一个基本原
则，但在就业过程中，也会遇到“专
业不对口”的问题。在入职初期，也
许会发现现实与理想相冲突，但
是，千万不要灰心，一定要调整好
自己的心态，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
自己的职业规划。 （广日）

专家：专业对口是个比较宽泛的概念

“专业是否对口，应该是一个比
较宽泛的概念。”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毕业生就业指导分会相关人员认
为，不同专业的毕业生由于专业的
不同，其接受专业教育的专门性有
非常大的区别，比如学新闻的学生，
也可以做文字、文秘方面的工作，因

为他们平时专业训练中有很大一部
分就涉及文字处理。对类似专业的
毕业生而言，专业是否对口，应该是
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对专业性非
常强的毕业生而言，比如临床医学，
这类毕业生的就业可能更需要专业
对口。

企业：招聘时对专业到底有多看重

在人才市场工作多年的李先生
介绍，实际上，人才市场提供的岗位
中，以销售类和管理类的最多，大约
占到一半左右。而如果要从专业对
口角度讲，这些岗位都只招营销专
业或者管理专业，那是不现实的，因
为没有那么大比例的科班出身的人
选。在实际操作中，招聘销售类岗
位，用人单位也不会只要科班出身
者，这些岗位都是基础性岗位，是为
初出茅庐的毕业生提供最初的工作
机会，只要喜欢，什么专业的都可以
上岗。他表示，现实中提供的就业岗

位，不可能让所有的专业都对口，这
就要求大家变换就业思路，本着先
就业、再择业的态度找工作。

而且企业不同的岗位对求职者专
业性的要求并不相同。语言、计算机、
医药、电气、土木工程、模具等专业，必
须要求专业对口。而对于文秘、市场营
销、广告文案等岗位，对专业的要求便
不是那么严格。当然，专业只是企业的
一个参考方面，随着企业对人才需求
的不断成熟和理性化，现在已逐渐形
成了对专业技能、项目经验和职业素
质三方面综合考虑的用人标准。

毕业生：找专业对口的工作咋这么难

小敏大学学的专业是法律。毕
业后，她想当一名律师，但跑遍了所
在城市的所有律师事务所，虽然在
校各科成绩非常优异，但由于缺乏
经验，没有一个单位录用她。最后在
父母的劝说下，小敏才极不情愿地
到一家广告公司做了文案。她向记
者抱怨：“为啥找一份专业对口的工

作这么难？”
调查显示，目前仅有18 . 68%的

应届毕业生找到与专业完全对口的
工作；37 . 26%的学生所学专业和职
业有所联系；而44 . 06%的学生则是
完全不对口。这几项数据充分表明，
想要找专业完全对口的工作难度非
常大。

“工伤险先行支付”少细则

多数劳动者不知新政

调查：

超七成白领一日三餐无规律
据一项“舌尖上的职场——— 白

领饮食健康调查”的调查显示，超六
成职场白领三餐无规律，近三成人
希望公司提供工作餐；近七成人工
作时长超过8小时，吃饭很随意，职
场人健康状况令人担忧。

本次调查，来自民营企业的人
数最多(占48 . 34%)，说明很多白领所
处的企业相对竞争力度大，从而使
得压力倍增。调查显示，工作时长在
8~10小时的人占42 . 73%；工作时间在
6~8小时的人占32 . 69%；10~12小时的
人占 1 1 . 2 3 %；1 2小时以上的人占
6 . 08%；不固定的占7 . 27%。数据表
明，近七成人工作超过8小时，如果

依据一日三餐的标准，有近七成人
不能按时吃饭或者很长时间处在饥
饿状态。

在对“您出现过以下哪些症状”
的调查显示，22 . 34%的职场白领出
现过记忆力渐弱；21 . 7%的人出现虚
胖的腹部；13 . 82%的人出现过眼睛
发痒或出现红筋；有10 . 85%的人出
现口腔溃疡。

对于就餐环境的调查显示，有
27 . 53%的人希望公司提供工作餐，
有17 . 13%的人希望公司提供就餐环
境，有16 . 57%的人希望延长就餐时
间。以上数据表明，白领希望公司能
够关注员工的就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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