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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爱“技术工”
“职业技术院校的毕业生有

技术在手，还没有毕业就找到了
工作，可以说是相当的‘抢手’，
他们也一般不进入到人力资源
市场找工作。”潍坊市就业中心
工作人员分析，求职者难的是第
二类学生，他们的专业多为文科
或者商贸专业。“他们进入市场
之后，没有职业技术院校的毕业
生的技能，学历也没有本科高，
何况文科或商贸专业的本科生
求职也难，可见他们的求职更
难。”

记者了解到，现在单位需求
最多的是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求
职者和高中类学历的求职者。而
面对于本科生遍地开花的人力
资源市场，大专学历的毕业生就
业压力更大了。

目前的大专主要是两类，第
一类是职业技术院校毕业生，第
二类是由原来的部分中专中职
生升格而来。

技术型人才越来越吃香，在
化工、制造等行业，有不少学历
不高，但专业性极强的技术人才
已被列为稀缺人才。不少企业招
聘者表示，只要能招到合适的技

术骨干，花多少钱
也无所谓。

有报告称，求
人倍率由高到低
排列顺序依次为
专业技术人员、商
业和服务业人员、
单位负责人、生产
运输设备操作工、
办事员，这五类人
员需求大于供给，
最容易就业。

该怎样面对
就业容易，但是强
度大且辛苦的技
术工作，就成了大
专毕业生寻找工
作的难题。

都是为了“体面”
孟子琪就是其中一个。
毕业一年多了。不想下车间

的她，放弃了曾在郑州牧业工程
高等专科学校学习过的啤酒酿
造专业。她想找个“体面”工作，
但是一直没有合适的。

孟子琪高考失利了。报志愿
的时候，她对专业没有什么想
法。因为家里有人在青岛啤酒厂

工作，在家长的建议下，她选了
啤酒酿造专业。

刚上大二，孟子琪就有去工
厂实习的机会。工厂里的生活却
让她厌倦了这个专业，“那就是
工人，不上学都可以做。”

临近毕业，孟子琪也张罗着
到招聘会应聘，她不想从事所学
专业，要找就找个“体面”的工
作。最开始找工作，简历投出去
不少，但是进入面试的机会却不
多。

慢慢的，她开始寻找其他机

会。从来没有在
网上投简历的
她，慢慢知道了

“海投”这个词，
从一次投10份简
历，到20份、30份、
50份……“投简
历既是脑力活，
也是体力活。”

功夫不负
有心人，最终找
到了一份公司
文秘的工作。可
是没过多久，公
司的过多酒场
让她吃不消了。

她又重新
回到了人力资源市场，虽然啤酒
酿造也正在招人，但她还是不想
从事啤酒行业。

她希望的仍是一份“体面”
的工作。

摆不平的心态
操作工因为比较苦、比较

累，一直不受求职者“待见”。据
了解，面对用工压力，有很多企
业通过提高工资福利待遇、优化
生产生活环境等做法留住老员

工、吸引新员工。
事实上，对于现在的80后、90

后来说，工作不仅仅是谋生的手
段，更多的是实现个人价值和发
展自我的重要途径。因此，企业
要留住员工必须为员工提供良
好的职业生涯规划。

行政办公人员过剩最多，熟
练的操作工，就成了就业市场的

“香饽饽”。尽管如此，许多年轻
人不愿意干操作工，“挤破头”想
坐办公室，当个办公文员图安
逸。冷热不均的岗位需求，无疑
是给求职者最好的提醒。

潍坊市就业中心工作人员
说，对于大专生来说，首先是要
学会从“天之骄子”到“有知识的
普通劳动者”角色的转变，虽然
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必须正
视并面对这个现实。要适当调整
自身的期望值，先就业后择业，
在实际工作中锻炼自己，为将来
做出符合实际的选择和调整铺
垫。其次是加强自身技能的培
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更好地
适应社会的发展。随着经济和产
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高校毕
业生就业呈现多元化趋势。走向
基层、走向一线成为必然，大专
生应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一边是技术工人“吃不饱”的缺口，

一边是唉声叹气的求职大军，

毕业生的心态可要摆好了

要工作，还是要“体面”
本报记者 秦昕

目前的就业形势显示，对拥
有专项能力的人才需求，仍是的
当前就业的最大问题。

拥有技术学生不想进车间，
更多的人对着办公室的冷气茶水
看红了眼。该选择的时候，大专生
的求职路走得煞是拧巴。

大大学学生生毕毕业业后后绝绝大大多多数数的的学学生生都都会会通通过过招招聘聘会会找找工工作作，，
要要找找到到一一份份合合适适的的工工作作又又谈谈何何容容易易。。（（资资料料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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