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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职场方圆

新人套近乎逢人便喊“姐”
职场前辈无奈“被伯伯”、“被师傅”

格一周职场

格职场百态

公务员个人幸福感最低？你咋看
《2012年度中国职场心理健康调研报告》出炉，公务员个人幸福感排倒数第一

诈骗团伙四年时间

骗毕业生上千万元

清华博士遭遇

“学历歧视”

2013年应届生面试

“爽约率”高达75%

一不小心成了阿姨

陈小姐，38岁，人事部经理

年近40岁的陈小姐是单位里
的元老，资历老，贡献多，目前在
人事部工作，同事们对她都很尊
敬，一般都叫她“陈老师”。

一大早，9 0后实习生小西
就去陈小姐那里报到，她和颜
悦色地和小姑娘交谈，谈完就
让小西去新部门报到。小西一
到部门，嘴巴就像抹了蜜似的，
一口一个“xx姐”“xx哥”的喊得
同事们很开心。有位同事随口
问了小西一句，你这是找谁盖
的章子？小姑娘口无遮拦地回
答：“就是 5楼左边第一个办公
室坐在最里面的那个阿姨。”这
话传到陈小姐那里，气得她差
点吐血。“我有那么老吗？别人
都是哥哥姐姐，到我这里就是
阿姨了！”

陈小姐虽然不算年轻，但气
质优雅，谈吐不俗，穿着打扮还是
单位的风向标。平日喜欢和朋友
打网球，经常健身，是个比较潮的
职场人。所以，小西冒冒失失喊人

家“阿姨”，实在不妥当。

仔细观察区别称呼

年年，24岁，职场新人

年年是今年即将毕业的研究
生，从去年起她就找到了一个公
司实习，因为表现优异，老板就跟
她签了合同。她不仅能力突出，与
同事相处也非常融洽。

入职前，父母叮嘱年年，对同
事要客气，凡是前辈都应该叫“老
师”。可她发现，逢人就叫老师，好
像有点尴尬，如果喊姐姐，又怕别
人觉得她没大没小。好在乐观的
她，马上就找到了好方法。她通过
年龄分类和观察同事的性格来选
择称呼。比她稍大的，她就喊哥哥
姐姐，拉近距离。那些不属于自来
熟的，她就会规规矩矩喊老师。而
那些和颜悦色又很热情的，她就
会直呼其名。通过这个办法，有细
心的同事发现她称呼每个人不
同，但却不得罪任何一个人。

“被姐姐”代表

小文，30岁，销售部门经理

自从升职成为部门经理，我
就和“文姐姐”这个称呼分不开
了，过去的同事从直呼其名变成
了“文姐”，有新人甜腻腻喊声“文
姐姐”让我起一身鸡皮疙瘩，对姐
姐这个词我很反感，别说我有“初
老症”，30岁我还很年轻！

“被伯伯”代表

王奇，34岁，大学讲师

那天我们办公室的同事带来
了一个小朋友，小朋友很可爱，我
就拿了点小玩意和小零食逗她
玩，还陪她看了会儿动画片。孩子
被同事带回家前，拿着我送的小
玩意依依不舍，同事教她：“宝贝
儿，快谢谢伯伯的礼物！”尽管我
是比同事要大那么一两岁，可我
还没有小孩，“伯伯”两个字，让我
满头黑线。

“被师傅”代表

吴达，29岁，IT行业人员

去年的一次出差，我负责我们
公司某个项目的电路设备检查，客
户派来一个年轻的小姑娘与我接

洽。刚见面时，我正趴在那儿检查
电路，她寻思半天，看着我欲言又
止，我心里一个咯噔，果不其然，她
张口就来一句：“这个师傅，情况怎
么样啊？”我有那么显老吗，跟喊出
租车师傅一样的感觉。

糖衣炮弹并非百发百中

见谁都喊姐，虽然是可以卖
萌显嫩，但还是要按照对方性格
来定，这种“糖衣炮弹”并非百发
百中，有些人对此反感，说不定还
会适得其反。

此外，不同的企业有不同
的“称呼文化”，国企、日企等
级观念较重，建议新人以姓氏
加级别来称呼同事及领导；事
业单位、机关单位、或者文化
类单位可以视情况喊老师表示
尊敬；欧美企业，每个员工都
有英文名，无论是上级老板还
是同事都可以直呼其名。某个
新人曾在外企中不分情况喊老
师，就被指出：不需要喊老师，
大家只是同事关系，不存在教
学，进入职场自己就要对自己
负责任。

眼下，正值大学生毕业找
工作的时期，一则新闻引起了
人们的关注。头顶“清华光环”
的博士生陈同学在经历了7个
月的奔波与等待后，没有拿到
一个心仪单位的录用通知。更
让陈同学崩溃的是，十次求职
中的八次，他连第一道的“简历
关”都过不了，而被拒的原因是
陈同学的本科学历。陈同学的
本科学校不是“985高校”，也不
是“211高校”。这种“狠挖出处”
的招聘要求，被毕业生们无奈
地称作“学历查三代”。

据中新网报道，一个“包
进银行工作”的承诺看似轻
率，却导致500余名家有毕业
生的家长上当受骗。笔试、面
试、培训、签订就业协议，诈骗
团伙巧设连环局，四年时间骗
得上千万元。有律师表示，工
作求稳，家长倾向于给孩子找

“铁饭碗”，这种普遍的社会现
象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最近发布的一份关于“应
届毕业生面试爽约”情况的调
查结果显示，应届生面试爽约
率再创新高，近两成雇主在招
聘应届毕业生时面临着超过
75%的面试爽约率，“职位申请
太多，答应的面试太多”是应届
生给出最多的面试爽约理由。

该调研报告专门对职场人群
的幸福感进行了调查，包括个人
幸福感和组织幸福感两个方面。
前者指职场人群当下生活状态和
期望生活状态的自我评估，后者
指职场人群对单位、企业中得到
的价值体现、社会贡献、社会尊重
等附加项目的评估。

报告对政府机关、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外企等不同性质单位
的幸福感进行排名。根据调查结
果，个人幸福感第一名是外资企
业和合资企业职员，最后一名则
是政府机关的公务员。组织幸福
感第一名则是政府机关公务员，
最后一名是非营利性公益组织。

此次调查涉及9072名受访
者，其中2 . 7%为政府机关、非营利
机构、科研人员，且所有受调查者
中74 . 8%为30岁及以下的年轻人。
专家认为，由于是网络调查，可能
导致幸福感评判的偏差。

公众眼中的“最幸福”

VS 公务员感叹的“最苦”

2012年11月，《小康》杂志中
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进行了一项

“公众眼中最具幸福感的职业”的
调查，最终的结果是，公务员高居

榜首。
普通市民认为，公务员收入稳

定，福利较好，管理考核比较松，肯
定是属于幸福感高的职业。而公务
员则认为自己压力大，工作累，收
入低，属于“被幸福”的职业。

有评论认为，公务员工作到底
幸福不幸福，其实说到底还是公务
员自己清楚，幸福感只有感受后才
有发言权。而公众眼中的“最幸福”
和公务员感叹的“最苦”的错位、矛
盾却现实存在，需要去调和。首先
就是缩短公务员与群众的距离，误
解源自于不了解。另一方面加大公
务员财产等信息公开的力度，让群
众了解公务员的收入。

●“不幸福”派

心理落差大

收入稳定但不高

讲述者：张女士，公务员

2 6岁的张女士，是某省会
城市的一名部门的公务员，在
办 公 室 工 作 。考 上 公 务 员 之
前，她认为公务员的工作比较
清闲，每天去“混一混”，下午 5

点 就 可 以 下班了。为此，她辞
去 了 原 来 公 司 的 工 作 ，两 年
前，她 如 愿考上公务员。此后
她才发现，公务员的工作也很
繁杂。

她每天要负责处理上级下
发 的 文 件 、信息收集、市民投
诉 、各 处 室协调统筹等工作。
平均算下来，她每个星期要加
两次班，一加班就是半夜 1 1点
多 。和 之 前的工作相比，公务
员 的 收 入 是 稳 定 ，但 是 比 较
低。

所 以 ，不满足感产生后，
她 就 觉 得 自 己 不 是 很 幸 福 ，

“ 至 少 不 像人们想象那样，普
通公务员没什么优越感。”

工作压力大

心理压力也大

讲述者：李先生，公务员

李先生今年40多岁，是某省
会城市的一个部门的公务员。虽
然他已经是副处级别，但依然觉
得幸福指数不高。现在政府部门
要提供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的政
务服务，所以公务员承担的工作
也就越来越多。他自己也承认，公
务员工资不可能太高，“但现在确
实有点低。”而且，因为从事政务
工作，所以心理压力也非常大。

●“幸福”派

工作稳定

自己比较容易满足

讲述者：王女士，省级部门公务员

和张女士类似，今年27岁的
王女士是一个省级部门的公务
员。有时候她也会加班，收入也不
算高。但是，因为工作稳定，大多
数休息时间能够保证，她有足够
的时间顾家。“可能我比较容易满
足吧。我觉得工作、生活还是比较
融洽，谈不上多幸福，但也不至于
最差。”

上个月，陈小姐单
位来了一位90后的实
习生，小姑娘长得乖，
嘴巴甜，一来就“哥哥
姐姐”地叫开了。但陈
小姐却没给她好脸色，
只因小姑娘口中的一
个“阿姨”把她给喊老
了。由此可见，职场新
人如何恰当地称呼前
辈也是个技术活儿。

要想在职场中游刃有余，
巧妙掌握办公室的心理距离
很重要。
恰到好处的职场距离
◆0 . 5米～1米

与同事交往时选择0 . 5米
～1米，既可以带来彼此间朝
夕相处的融洽与亲近感，又能
保持适当的距离。
◆1 . 5米

领导对下属，保持1 . 5米
的距离既可以增加领导的威
严，又不至于产生过于疏远的
冷漠感。
◆3米

当你向领导汇报工作时，
距离领导3米左右将会是比较
合适的位置，能够显示出你对
他的尊敬。
◆3米～3 . 5米

企业与企业之间，甚至是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会晤，谈判
往往都会以一桌之隔来保持
一定的距离，这样可以增进一
些庄重的气氛，同时也可以给
对方一个相对宽松的发挥空
间，3米～3 . 5米是比较恰当的
距离。
◆4米

这个距离是面试时不错
的选择，既可以让整体氛围严
肃、正式，也不会影响到问答
时的声音清晰度，而且还可以
与面试者通过眼神交流。

和谐办公室

心理距离需安全

格职场攻略

据统计，2013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最终报名人数超
过150万，热门职位竞争接近“千里挑一”、“万里挑一”
的程度。然而，日前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与智联招
聘联合发布的《2012年度中国职场心理健康调研报
告》却显示，职场个人幸福感排名中，政府机关排名
倒数第一。这与公务员报考的热度极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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