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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

国家包分配

毕业意味换地方学习

“大学毕业后，我是直接服从省直分
配到这家医院工作的。”回忆起自己当年
大学毕业时的情景时，今年48岁的林江
向记者说道，在他们那个单纯并怀揣梦
想的年代里，毕业只是意味着换个地方
学习。国家“包养”的体制也让他们终身
有依靠，不用为就业填饱肚子而苦恼。

那时的林江没有太多求职压力，但
是能够留在哪里工作还是他最关心的问
题。因为，他自小学习就非常用功，平时
成绩很好，但因他自幼多病，导致在关键
考试中失利，也错失了很多机会。“理想
与现实之间总会存在一定的差距，所以
我也尽可能地通过自己的努力来缩小这
个差距。”

那时候的毕业季，还没有毕业旅游
一说、也不流行拍摄酷炫毕业照或师生
散伙饭这样的休闲活动。林江也习惯了
跟很多同学一样，继续埋头苦读。“咱是
从农村出来的，就是不怕吃苦。”他说，为
了能留在城市，为了能够不再继续回老
家过穷苦日子，他只能选择好好读书。功
夫不负有心人，后来，他凭借优异的成绩
被分配到临沂市一家不错的医院，“分配
到这家医院，刚入职时的工资是每月六
七十元左右，这在我们同学中算是比较
好的了。”

现在的他，已经成为当年那个科室
的主任。“现在还是天天充电学习。以前
学习是为了找个好工作，现在是为了做
个好医生。”他说，在从医的这条路上，医
学技术不断发展，学习注定需要陪伴他
一辈子。

曾经，做医生、当老师是很多农村孩
子的理想，能在医学、师范类高校毕业就
意味着就可以捧个铁饭碗了。现于某中
学担任数学老师的谷元华，回忆起当年
毕业情景时说，那时没有毕业典礼，简单
地跟老师同学吃个散伙饭就很不错了。

“很多女同学都因为毕业都哭得稀里哗
啦，多数男同学都很兴奋，在他们看来终
于可以为家里多赚钱了。”

上世纪90年代

一腔热血去创业

看看外面的世界

上世纪90年代，随着各高校扩招，
“大学生”开始变得没有80年代吃香了。
尤其是，国家不再实行大学生工作分配
计划后，是自主就业还是自主创业都成
为毕业生们考虑的主要内容，同时，跨专
业就业、创业也开始流行起来。

陈敏是广西某大学1996届财政与管
理专业的毕业生，本可以回老家茂名的
国有企业做一份与专业有关的白领工
作，但是不喜欢按部就班的他，更希望能
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于是，在临近毕业

时，他就一腔热血的和“小伙伴们”商量
去广东创业的计划。“那时候，去广东创
业的大学生挺多的，尤其是做互联网
的。”陈敏说，虽然他不是科班出身，但是
他凭借自己对艺术设计的爱好，他给自
己定位是做网站艺术设计。

“当时，我们信心满满勾勒出非常美
好的创业蓝图，日子过得简单、纯粹，更
希望毕业来得快些。”没有恋爱的困扰，
没有生活琐事的束缚，陈敏说那是一个
追梦的年纪，尽管当初的梦想他只坚持
了一年。之后，他先后去广告公司做过设
计，自己成立过小公司，在奶粉公司跑过
销售、做过管理人员，如今的他已经成为
了一名篆刻老师，另外还拥有一家自己
的篆刻工作室。

同样作为跨专业就业者，毕业于山

东理工大学机械学专业的大学生周明
(化名)，因为对所学专业并不“感冒”，毕
业后他背上行囊独自南下“淘金”。“那时
候，大学生已经一抓一大把，所以去哪儿
里找工作都不容易。”他在温州人才市场
经历了十几天的一无所获后，寻得了一
份底薪800元的网络销售工作。这让他很
高兴，“工作虽然辛苦，但800元的工资比
学校推荐的车间操作员工资高了近一倍
呢！”

大学毕业后，周明没有回老家找一
份安稳的工作，而是去外地打拼。他这样
的选择，起初并没有得到父母的认可。

“别在外边折腾了，离家近点有个照应多
好呀!”但是，“任性”的他还是坚持了下
来。现在已经成为资产数亿的CEO的
他，笑着说，“其实，当时的想法也很简
单，就想看看自己到底有多大的能耐。”

21世纪

熬过毕业的爱情

便是春天来了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国内各大高
校进一步扩招，应届毕业生就业压力
也随之加大，尤其是很多专业面临着
毕业即失业的“危险”。当然，还有很多
在大学里产生的爱情，也熬不过毕业
这一关，毕业季成了分手季。对此，很
多大学生聊起毕业季都会用Blue来形
容。然而，对于那些找到满意工作又熬
过毕业季的恋人们来说，这无疑是人
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李行是哈尔滨工程大学电子工程学
院的2001届毕业生，由于电子类专业的
大学生在当时比较稀缺，他并没有多少
就业压力。“我们算是比较幸运的，不是
公司挑我们，而是我们挑公司。”但是，他
却因为不愿意与相恋四年的女友分开，
放弃了不少很好的就业机会。“北京航天

系统企业、华为、中兴等都是可以的，但
是为了能跟女朋友在一起，还是被我一
一拒绝了。”幸运的是，在共同努力下，他
们一起进入一家规模比较大的国企工
作。李行笑着说，“这对于当时的我们来
说，无疑是最好的结局。”

没有了工作的顾虑，毕业前那段
时间，李行有了足够的时间跟同学们
喝酒、唱歌，陪女朋友逛街扫货，“这应
该是我们在大学里的最后一个高潮。”
他回忆说，有一次他上铺兄弟的表哥
来学校请同寝室的哥们一起吃饭，大
家都喝多了。后来，他还坚持帮女朋友
去水房打热水，结果两个暖瓶都被他摔
碎了。他笑着解释说，“自己那时就想在
女朋友面前逞一下能，只是结果有点
糟。”

如今的李行已经算得上是一名比
较成功的旅日华人了，他是一家门户
网站的创立者，早已跟当年的女友走
进婚姻殿堂多年。回忆起大学毕业时
的情景，他用“年少轻狂”这四个来形
容那时的自己。

链接

专家解读

学生如何成功转型

大学生毕业季将至，对于即将
毕业的高校学生来说，找工作、租房
和从学生到职场人的心理转变都成
为毕业大学生面临的头等大事。对
此，小编整理了几位专家的观点，为
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们支招。

求职方面：

签好劳动合同，

规避求职“陷阱”

初次就业的大学生，由于缺乏经验、
求职愿望迫切等因素，更容易遭遇“黑中
介”。相关人力资源专家建议，大学生求
职应到正规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外地
企业来招聘，必须先取得当地人力资源
市场异地招聘的批准，资质有保障。”与
此同时，高校毕业生在入职前，可以先通
过上网查询、朋友介绍等各种方式，弄清
楚用人单位全称、地址、工作性质、待遇
标准等基本情况。并及时与企业签订劳
动合同，在劳动合同中明确岗位的基本
工资、生活补贴、工作时间、加班费的计
算、住宿条件、社会保障等。

生活方面：

签订合同要谨慎，

避免租房“陷阱”

“毕业生租房一定要和房东谈妥各
项事宜，签好租房合同，避免出现各种

‘陷阱’。”从事多年房地产研究的夏刚教
授表示，毕业生在租房前一定要核对屋
内设施及物品，比如热水器、电器类设备
是否完善，上水下水是否通畅，这一点非
常容易成为说不清楚的麻烦事并产生纠
纷。合同上要注明屋内物品及设施情况，
不要出现笔误或者错漏，否则要及时修
正，在修正时一定要租户及房东双方签
字确认并注上日期。

他还提醒，在签订租房合同中，只要
能写在合同里的最好都以书面的形式体
现出来，在法律面前白纸黑字最给力。所
以在租房时一定要仔细检查合同，最好
按照标准租房合同来签约。在自己的合
法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一定要勇敢地维
护自己的利益。

心理方面：

从学生到职场人，

心理调适很重要

初入职场时遭遇迷茫与挫败感，虽
然可能与职业规划不完善、抗压能力欠
佳等因素相关，但也说明初入社会的年
轻人对职场生涯抱有热切期待，有渴望
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这是值得肯定
的。

相关专家建议大学生朋友们摆正心
态，真正从心里与学生时代说再见。新人
刚入职时经常会被安排一些无关紧要的
事情来做，这让有些大学毕业生觉得有
点委屈。其实，职场无小事，处处皆学问。
比如装订文件、送报纸等，这些活儿虽然
看似无关紧要，但其实也可以锻炼新人
与各部门员工的沟通能力，也有利于大
学毕业生快速熟悉公司的人事情况、办
事流程、工作环境，甚至是企业文化。从
小事、杂事做起，是每个职场新人的必经
阶段。

一些大学毕业生初入职场时没有足
够的自信心，比如见客户时怯场，没有

“职业范儿”。要解决这一问题，主要从两
方面着手。一是要积极学习，提高业务水
平。比如，如果一个年轻人去见客户，那
么他就应该提前做足功课，比如公司产
品特点是什么、最大的利益增长点在哪
里等等，心中有数才能谈吐自如。另一方
面，职场新人要从衣着、谈吐等方面，努
力塑造自己的“职业范儿”。在一些非常
正式的场合，男士怎样穿正装、打领带，
女士应着裙装还是裤装，都是非常有讲
究的。职场新人应该学习一些职场基本
礼仪，塑造一种职业化的形象，为自己加
分。

据贵阳日报

从从包包分分配配到到创创业业去去
同同样样青青春春不不同同滋滋味味

匆匆匆匆匆匆匆匆那那那那年年年年的的的的
毕毕毕毕业业业业季季季季

毕业了，道一声“珍重”，而后各奔东西。
在六月骄阳的映衬下，一批批毕业生都会走出大学校园进入社会的“万花筒”。脸庞挂着笑靥

或泪水的他们，或是为终于离开课堂而亢奋，准备“穷”游世界彻底撒欢一次，或是紧锣密鼓地开
启找工作计划，或是为即将到来的离愁别绪所包围。毕业季，是个承载回忆的日子。不知娱乐为何
物的学霸模式，一腔热血投入到创业中，恋爱让毕业季换颜色……匆匆而过的毕业季，年年相似
又不同，究竟是在哪个年代埋藏着你心底的成长和不悔的青春呢？

本报记者 赵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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