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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6
今日德州

一份针对毕业生就业情况的调查报告显示———

求职难实际上是求份好职难

企业更喜欢熟练工

“实名制”就业帮扶

本报6月3日讯(记者
郭光普 ) 6月3日，记

者采访发现，由于很多
高校毕业生知识和技术
相脱节，不能马上胜任
一 些 技 术 性 很 强 的 工
作，部分企业在技术工
人招聘方面放弃对毕业
生的选择，倾向多选一
些易于培训的熟练工。

对于部分毕业生而
言，大学期间实习机会
少，缺乏真正的劳动技
能，这本身就是求职过
程中的软肋，却又不愿
跟普通工人一样接受培
训从基层做起，因此并
不被用工单位看好。

在三八路人力资源
市场，不少招工单位负
责人谈起毕业生都表示

招毕业生不如招几个熟
练工。“刚出校门的大
学生普遍要经过岗位培
训后才能正式上岗，培
训 期 间 工 资 相 对 不
高。”一负责人称，暂时
得 不 到 自 己 预 期 的 收
入，不少毕业生会频繁
跳槽，企业花大力气进
行培养，最终还是会流
失。相对而言一些在社
会闯荡过并有一定技能
的农民工反而更踏实肯
干，即使没有技能也愿
意俯下身子接受培训。
刚毕业的学生暂时体现
不了劳动价值，又没耐
心接受培训，因此在一
些用工单位里，普通的
熟练工则成了竞相争抢
的对象。

本报6月3日讯(记者
李榕 ) 6月3日，记者

从 德 州 市 人 社 局 了 解
到，为应对严峻的就业
压力，多渠道扩大大学
生就业，对离校后未就
业的毕业生将实行“实
名制”帮扶制度，帮助他
们找到工作。

德州市人社局继续
推行高校毕业生就业实
名 制 统 计 信 息 系 统 建
设，对每一位有就业意
愿的高校毕业生提供就
业登记。

据了解，实名登记
内容涵盖18个方面，包括
毕业院校、所学专业、就
业服务需求、家庭状况、
就业希望所在地和就业
单位意向等。登记者将

享受到更有针对性的就
业信息服务，比如一个
月内至少提供三次岗位
信 息 和 一 次 职 业 指 导
等；把登记失业6个月以
上、零就业家庭、低保家
庭、残疾家庭、少数民族
以及高校毕业生低收入
聚居群体等就业困难高
校毕业生纳入就业援助
体系，有针对性的进行
就业援助服务；对符合
条件的高校毕业生按规
定落实社会保险补贴和
公益性岗位补贴等扶持
政策；对再次失业的，针
对失业原因，提供有针
对性的服务，以落实岗
位为重点，让零就业的
高校毕业生在一个月内
实现就业。

本报6月3日讯(记者 李榕 通
讯员 陈磊 赵梓霏) 21360名德
州生源毕业生即将面临就业。6月3
日，记者在德州市人社局了解到，受
毕业生人数创新高、“热”门专业就
业“冷”等因素影响，部分应届毕业
生面临着很大的就业压力。据人社
部门调查，现在德州求职并不难，难
的是求得一份好职。

从今年1月开始，德州学院的丁
晓就奔波在找工作的途中，其间，曾
有好几份工作可以签约，最后还是
觉得不太理想而放弃。“我是计算
机专业的，当然是想做技术类工
作。可本科毕业，小企业又不想去，
大企业又进不去。”对于就业，丁晓
还没完全考虑清楚，“实在不行，就找
份销售工作先做着。”

德州学院国际贸易专业毕业生
赵鑫，近日不断地跑招聘会、投简历。

“以前学校里的招聘会很多，找工
作并不难，但今年明显感觉找工作
太难了。”对于怎样的工作才合适？
德州市人社部门的调查显示，一些
受访的毕业生形容：应该是一家大
型央企、外企，薪酬福利较好，有更
好的发展平台。

与大学生就业难形成巨大反
差的是，高职、中职院校等一些拥
有“一技之长”的高端技能型人才
就业形势却很火爆。“德州市不少
应届职校生在4月底就被用人单位
录 用 ，有 的 甚 至 年 前 就 已 被‘ 预
订’。”德州市人社局就业办相关负
责人称，相比于大学生放不下身
段、不愿吃苦、跳槽率高，高职中职

学生认同自己的“蓝领”身份，愿意
从基层岗位干起，能吃苦，跳槽率
低，能获得的晋升和加薪机会更
多。

据了解，德州市2012年生源毕业
生有15096人，2013年有21360人，比
去年增加6264人。据德州市人社部
门调查，目前德州市大学生就业难
主要表现为：毕业生人数大、“热”
门专业就业“冷”、求职专业不对口
以及毕业生工作能力弱等。“其实
很多学生手里有意向单位，只是没
签正式协议。实际上，每年大中专
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平均都超过
了8 0%。一些毕业生感到就业难，
其实是难在找到一份更好，感觉更
合适自己的工作。”德州市人社局
就业办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6月3日讯(记者 刘振 见
习记者 陈兰兰) “不在考公考编
现场，就在考编考公的路上”，临近
毕业季，不少高校毕业生奔波在赶
考路上。3日记者采访了解到，有的
毕业生半年内参加了9场公务员、
事业编考试，赶考路上备考成了家
常便事。

“从去年12月份到现在，我一口
气参加了9场公务员和事业编考试。”
德州学院应届毕业生小于告诉记
者，由于考试过于密集，根本没办
法对每场考试做出充分的准备，不
少考试只能采取“裸考”的方式。逢
考必考的小于到现在没能通过其
中任何一场考试，眼下她报名了今
年德州市直单位的事业编招考，

“考公考编”已成为她就业路上的
必选项，“考到现在都有种想吐的感
觉，失利次数多了人也就疲沓了，但
还有点侥幸心理，毕竟比中彩票几率
大一些吧。”

记者了解到，为了赶场考公考
编，不少高校毕业生成为“空中飞
人”，在赶考路上备考成了家常便事。
德州学院毕业生张艳宁说，5月25日
她参加完烟台长岛县的事业编考试

后，先坐轮渡到蓬莱码头，又坐汽车
到济南参加第二天的省事业编考
试，“光坐汽车就花了6个小时，到
济南时已经晚上8点了，考前没有
足够时间看书，考试内容都是路上
准备的。”

据了解，德州高校八成多的毕业
生都会经历考研、考公、考编，最后求
职的阶段，不少高校学生直言，学校
名气不大，本科学历也没有竞争力，
直接找工作担心没有优势，考公考编
可以一步到位。

很多毕业生奔波在赶考路上

半年内连考9次“铁饭碗”

“麻雀虽
小 ，五 脏 俱
全。”说起自
己 正 在 经 营
的“麻雀网”，
即 将 毕 业 的
大 四 学 生 张
浩一脸兴奋。
2 4岁的张浩

就读于德州学院2009级经管系国际
贸易专业，目前已经有了两个经营性
网站，有一支最多达到过50人的团
队，两家网站已经开始盈利。

张浩身上有着许多8 0后年轻
人的特质：个性、阳光、执着。在经
营网站之前，张浩是个“不安分”的
学生，在德州学院商城开店卖过饰
品；在夜市上摆过摊卖过许愿灯、
小 摆 件 … …“ 小 打 小 闹 ，全 当 试
手。”张浩说。

“我对阿里巴巴和淘宝网非常
感兴趣，我的创业项目要与网络挂
钩。”张浩说，大学生市场的发展潜

力很大，寻求兼职、租房子、找辅导
班、售卖二手物品等服务类项目是
大学生的诉求。2011年5月，张浩率
先成立了德州市首家专属于大学
生的求职网站“求职空间”；7个月
后又将服务项目扩宽，成立了第二
家经营性网站“麻雀网”。“网站所
要做的就是为供需双方搭建一个
服务平台，发布房屋出租、二手房、
二手车、求职招聘等生活信息，从
中赚取企业广告展位费。”

“每天晚上拿着名片挨个去男生
宿舍拉人才；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
学会了初步搭建网站、管理网站的技
能；成天奔走在学校和企业之间谈
业务、拉合作。”谈起刚刚创业时候
的艰辛，张浩直说自己是沾了“厚
脸皮”的光。经过一番波折，2011年
12月10日“麻雀网”正式上线，但由
于“麻雀网”知名度小，网站运营只
能靠张浩的奖学金和已经成熟的

“求职空间”来支撑，直到三个月后
一家企业在网站连续三个月发布

宣传广告，“麻雀网”才迎来真正意
义上的第一桶金。之后通过举办企业
冠名等一系列商业活动，“麻雀网”逐
渐走向正轨。

“麻雀网”第一批招收了9名队
员，后来陆续发展到20多人，但目前
仅剩13人，并且多数是大一、大二的
新生。大学生创业虽然优惠众多，但
受资金、知名度等影响，他真正盈利
甚微。“毕竟大部分人还是希望挣钱
的，挣不到钱临近毕业的大学生只能
考研或找工作，真正坚持创业的大学
生太少了。”张浩说。

“从投出第一笔钱开始，我就决
定，不管多困难，一定要坚持下去。”9
月份张浩即将去北京工业大学读研
究生，他希望借助研究生的平台将
网站做大。“团队中4、5个人已经确
定要跟我一同去北京，我的目标是
将‘麻雀网’的总部设在北京，把它
发展成为全国最大、最全的专属大学
生的服务类网站。”

本报记者 李榕

本报6月3日讯(记者
李榕 ) 6月3日，记者

从德州市人社局获悉，针
对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
年度内未就业的高校毕
业生，以及市外全日制
普通高校德州籍毕业年
度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
生，在就业创业方面目
前均可享受包括就业资
金补贴、小额担保贷款
和税费减免在内的三项
政策。

在就业资金补贴方
面，政府将按照不同标准
给予其职业培训补贴、职
业技能鉴定补贴和创业
开发补贴。对于德州市籍
高校毕业生在本市初次
创办企业或个体工商户，
取得营业执照并正常经
营1年以上的，按其创造
就业岗位吸纳本市失业
人员就业人数，可获得最
高2000元的一次性创业
补贴。

在小额担保贷款方
面，高校毕业生创业的，
可申请期限不超过2年，
上限为10万元的个人创
业贷款；高校毕业生创

办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可根据招用人数获最高
不超过 2 0 0万元的小企
业贷款；创办商贸、服
务、生产加工、种养殖等
各类微利经营项目的，
可申请小额担保贷款，
由财政据实全额贴息，
但国家限制的建筑业、
娱乐业以及广告、桑拿、
按摩、网吧、氧吧等行业
除外。

在税收减免方面，对
持《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
证》的人员，从事除国家
规定的建筑等行业之外
的个体经营行业的，在3

年内按每年8000元为限
额依次扣减营业税、城市
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
和个人所得税。对商贸
企业、服务型企业、加工
型企业和街道社区具有
加工性质的小型企业实
体，当年新招失业人员
并签1年以上劳动合同、
依 法 缴 纳 社 会 保 险 费
的，在3年内按实际招用
人数予以依次扣减营业
税等，定额标准为每人
每年4000元。

德州学院应届毕业生张浩———

“做最大的大学生服务类网站”

大学生创业可享三项政策

格就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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