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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打工大多“专业不对口”
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希望兼职也能学有所用

本报聊城 8 月 1 日讯(记者
张召旭) “服务员纯粹就是体力
劳动，对我学的专业一点帮助也没
有。”大学生小周想趁着暑假锻炼
一下自己，就在城区一家饭店当起
了服务生，结果才一个多星期就干
不下去了。

目前，像小周这样的情况在暑
期打工的大学生中越来越多。 聊
城大学学生刘明新说，暑期兼职一
般就是做酒店服务员或发传单等，
很多以前干过的同学都失去了兴

趣。“去年我们班得有一半以上的
男生都在外打工，今年暑假连两成
都不到。”

根据记者随机采访，二十几名
聊城大学的学生中，8 人有假期打
工经历，这 8 个人有 5 人明确表示
暑期不会再选择打工，原因多是认
为兼职是被当作苦力，也学不到什
么东西，有些则是因为被中介或用
人单位骗过，要不回工钱。“一般同
学暑假都选择找有意义的或者与
专业相同的单位工作，对纯苦力的

兼职兴趣越来越少。”聊城大学大
三学生王玲说，她的同学几乎没有
假期打工的，除了利用假期学习之
外，就是到一些正规单位实习锻
炼。

“现在同学的家庭条件普遍好
多了，一般都不会单纯为了挣钱而
去兼职，更何况假期打工的环境非
常差，有些同学打工回来都被累病
了，还担心被骗。”聊城大学大一学
生小张说，他有很多同学都希望到
适合自己所学知识的一些正规的

单位去实习，以便能学以致用。
对此，城区一家保险公司的人

事部主管杨先生说，随着就业形势
逐年严峻，竞争愈加激烈，不少大
学生趋于理性，降低求职预期，从
基层干起，这是可喜的现象，任何
人才都是在不断磨炼中成长的。现
在的大学生理论多于实践，然而有
学历不等于有了能力，从基层做起
很正常，也是理性的就业渠道。在
实践中积累工作经验的同时，寻找
更好的发展空间。

“当然，这也分情况来对
待。如果是专业性较强的学科，
还是选择对口的企业或岗位进行
历练，比较容易积累到经验。而
如果想积累社会经验，或者锻炼
自己的各方面能力，服务业是个
不错的选择。”杨先生说。快速
发展的金融业、房地产业、中介
服务业、信息服务业、文化产
业、酒店旅游业及服务外包等服
务业将成为未来就业市场的主
体。

本报聊城 8 月 1 日讯(记
者 焦守广) 1 日下午，在
城区三里铺风景小区，居民
张女士和几个邻居正坐在楼
下阴凉处乘凉，突然从楼上
飞下一个装满西瓜皮的塑料
袋。张女士和几个邻居躲闪
不及，西瓜皮落地溅起的汁
液喷了他们一身。

张女士愣了半天才反应
过来，立刻起身向上望去，
只见 5 楼一个脑袋往外瞅了
一眼，接着缩了回去。张女
士气愤不已，和几个邻居一
块上楼找“肇事者”理论，
敲开门后，对方死活不承认
是自己扔的。

双方你一言我一语地争
吵起来，还差点动手，幸好

被闻声赶来的邻居劝住。“当
时窗户都开着，倒也不确定
是不是他家扔的。”另一位居
民说，往下乱扔垃圾的这栋
楼住了不少租房者，早出晚
归，平时乱得很，也不遵守
小区秩序。从楼上乱扔东西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物业都
没办法。

“这是没砸到，要是砸
到人了你说可咋办，找谁说
理去？”张女士表示，都在
一个小区住，她并不想把关
系闹得很僵，但有些人素质
就是低，一点都不考虑别人
的感受。楼下就是垃圾箱，
她希望这些人能遵守小区秩
序，不要再随手往窗外丢垃
圾。

垃圾随手扔窗外

楼下居民险被砸

7 月 31 日，聊城大学一大学生在给儿童福利院的学龄孩子免费进行辅导。据了解，一期 100 多名孤残儿童已入住
儿童福利院，其中 20 多名学龄儿童，需要爱心辅导，儿童福利院呼吁社会爱心人士为他们捐些书籍或者免费辅导。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爱爱心心辅辅导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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