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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七百中职生 三千岗位“争”
与大学生求职难形成鲜明对比，中职生就业心态好是主因
本报记者 徐洁 李钢 实习生 张楠

中职生就业率

高于大学生

“月薪 2 0 0 0 元，有‘五险一
金’……”5月31日，在山东省济南
商贸学校毕业生供需洽谈会上，一
幕幕岗位“抢”人的场景不断上演。
当天上午，来自北京、上海、济南的
近百家单位将招聘场地挤得水泄
不通。

该校学生就业负责人介绍，参
加洽谈会的90余家企业提供了近
3000个岗位，而学校参加洽谈会的
学生只有700余人，通过洽谈会，有
75%的学生与企业能达成意向，再
通过后期学校与企业的进一步推
动交流，年内98%的学生能得到妥
善安置。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
学生就业却遭遇了“史上最难就业
季”。2013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
创历史新高，达到699万人，比2012
年多 19万，而就业岗位却不增反
减。

据一项调查显示，截至2013年
1月11日，被调查的2013届本科毕
业生签约率为38%，硕士毕业生为
29%，签约率均低于上届同期。而就
在近期，教育部发布了国内第一份
专门聚焦中职学生发展和就业情
况的报告———《中国中等职业学校
学生发展与就业报告》。报告显示，
中职生就业率超过95%，高于目前
大学生的就业率。

“近几年我们学校许多专业的
学生都很抢手，特别是旅游专业。”
该校副校长徐庆山介绍，有的单位
甚至连续两年没能“抢”到学生。

专业技能对口

愿意到一线工作

为什么大学生和中职生就业
会出现“冰火两重天”的局面呢？

“中职生就业心态好，而且专业技
能对口，动手能力强。”我招我聘首
席职业顾问王志勇一语道破了出
现这一局面的原因。

“我们找工作时眼光都不算高，
主要想趁着年轻多学点东西。”2011
级商贸系的申梦月说出了众多中职
生的求职心态。“实习期间，大多数企
业会提供2000元左右的薪资待遇，还
比较理想。”2011级机电系的邓东对
自己签订意向的工作比较满意。

而对于一些基层工作，特别是一
线技术工作，大部分大学生并不“感

冒”。“我上了四年大学，总不能再去当
工人吧？”大学本科毕业的张杨，宁可
待业也不愿干一线工作。

“我们招的是一线的经营工作者，
这些工作大学生都不愿做。”三联商社
股份有限公司招聘主管丁女士认为，
比起大学生，中职生更愿意做基层工
作，且对工作的忠诚度也更高。

除了愿意做一线工作，较高的职
业素质也使中职生受到用人单位的
推崇。“中职生的素质比较高，科班出
身，有一技之长。”北京国谊宾馆人事
部主管付佳看重的就是中职生的职
业技能，“工作很快可以上手。”

据了解，现在许多中高职院校
都围绕产业办学，与产业主管部
门、技能鉴定中心、劳动人事部门
紧密联系，与工业园区、企业深度
合作，采取订单式培养，根据产业
行业的发展，及时调整专业设置。

本报烟台6月2日讯（记者 孙
淑玉） 莱州23岁女孩潘肖敏查出
肿瘤后，烟台义工帮这个花季女孩
筹集医疗费，两个月来爱心市民、
企业为小潘捐款近20万。好心人的
善举感动着小潘，刚做完手术的小
潘将这分爱心传递了下去。1日，当
从鼎丰助学服务队的义工手上接
过3万余元善款时，小潘从中拿出
5000元转捐给莱州一对患脑瘫的
双胞胎兄弟。

莱州市虎头崖镇趴埠潘家村
23岁的潘肖敏，今年3月查出肿瘤，
被确诊为椎管内占位性病变。看着
日渐消瘦的女儿，母亲刘凤巧无奈
在网上求助。

得知小潘的情况后，莱州义
工、鼎丰助学服务队和烟台慈善义
工等先后为潘肖敏募捐。本报发起
倡议后，不少网友也纷纷伸出援
手。两个月时间先后为小潘捐款近
20万元。

记者了解到，5月22日早上8
点半小潘手术，下午 2 点 40 分手
术结束，目前正在医院接受进一
步治疗。6 月 1 日，鼎丰助学服务
队的义工将后期募捐、义卖得来
的 3 万余元装在信封内，写上捐
助人的姓名，送到了小潘手中。看
着众多热心市民的好心，小潘连
连道谢。

感受着烟台市民的热心，在得
知莱州市驿道镇玉兰埠村12岁的
双胞胎兄弟刘学友、刘学成一出生
都患脑瘫，哥哥刘学友在经过一系
列康复治疗后走路基本没问题，但
弟弟刘学成至今仍无法正常走路
和生活后，小潘当即从善款中拿出
5000元钱，请义工转交小哥俩。尽
管手术后身体很虚弱，小潘仍颤抖
着为小哥俩写下祝福的话，希望小
哥俩早点恢复健康。

“这些钱不多，但好心人帮了
我，我也要帮别人。”小潘说。

2013年因就业形势严峻被称为“最难就业季”，在大学生就业难的背景下，中职学生就业形势却依旧火爆。近日，

山东省济南商贸学校毕业生供需洽谈会上，700余名学生引来近3000个岗位的“哄抢”。

“中职生所学的一般都
是某个专业领域的一线操
作，动手能力强，所以企业
比较喜欢。”王志勇说，随着
经济的发展，对技能型人才
的需求越来越大，而职业学
院定位比较明确，就是培养
一线产业工人，“因此职业
学校一般紧盯市场，甚至是
和企业联合培养。”

尽管中职生的就业率
在不断提高，甚至超过了大
学生的就业率，但在王志勇
看来，这不能成为否定上大
学的理由。

“知识和就业没有必然
的等号关系。”王志勇说，对
现在就业难的大学生来说，
主要存在两个方面问题，一
是就业观念没有转变，不愿
意到基层、到一线工作，二
是大学生虽然相比中职生
理论知识要多一些，但不少
大学生的实践能力相对较
差。

在王志勇看来，只要
大学生克服这两个问题，
大学生的提升空间肯定要
大得多。“中职生一般从
事的是一线工人的工作，
如果不能持续学习，其发
展空间可能会受到很大的
限制。”

一家中职院校的负责
人坦言，“许多中职生的就
业是比较低端的就业，就业
质量不高。”该负责人表示，
随着产业转型、技术升级，
低层次、高就业的局面还可
能会受到威胁。

“我虽然找到了工作，
但肯定还会继续考高职，或
者自考。”完成签约的中职
生高凯说，虽然工作好找，
但学历问题是一个重要的
不足，因此，许多中职生会
选择继续学习。据介绍，为
了更好地发展，该校中专毕
业生中有1/3的学生会选择
继续读大专，考高职。

专家建议>>

大学生择业

要改变心态

“好心人帮了我，我也要帮别人”
莱州患重病女孩转捐5000元善款助脑瘫兄弟

潘肖敏给患脑瘫双胞胎兄弟写下祝福的话。（图片由义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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