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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前程，找后路 希望就在不远处
毕业在即，看这三位应届大学生如何度过最后的大学时光

2022年4月6日 星期三

文/片
齐鲁晚报首席记者 巩悦悦

小希（山东交通学院）———
应聘成功，即将“远航”

小希没有想到，自己因为好
奇填报的航海技术专业，会让他
在四年后的就业招聘中占得优
势。

2018年，小希考入山东交通
学院航运学院，成为航海技术专
业的一名学生。四年的专业学习，
让这个出生在内陆城市的大男
孩，对海洋和航海技术有了更多
的认识和向往，“跑船”成了埋在
心里的一颗种子。

受疫情防控影响，学校线下
招聘被按下暂停键，求职就业“转
战”网上。从3月份开始，小希所在
的毕业生群里，就陆续收到了很
多经遴选推荐来的央企和国企招
聘信息。

相较于大多数专业，他所在
航海技术专业的毕业生大都是跑
远洋运输，主管船舶救生和消防
设备保养。由于上船工作的特殊
性，求职就业没想象中那么难。

仔细捋完一条条招聘信息，
在老师的参考和建议下，小希将
三家央企作为意向单位。对这群

“00后”而言，最终让他们下定决
心选的企业，有可能仅仅是面试
官给出的感觉。

“同样是体量大、有保证、跑
沿海，有两家企业的面试官给我
的感觉很严肃，权衡之下，我选择
的这家单位，是因为当时和年轻的
HR(人力资源管理)聊得很开心。”
小希介绍，他选择入职的这家央
企，工资待遇整体比较高，能拿七
险二金。“入职后每月能拿三万元，
这在本科生中算相当高的了。”

与高薪对应的，是海上漂泊
的辛苦。

小希清楚，真正上船跑沿海
之后，每月靠一次岸，每三个月才
能休息一下。但四年的专业学习，
已经让他做好了足够的身体和心
理准备。往好处想，再努力10-13
年，如果能当上船长或大副，工资
还会涨。

事实上，经历了四年专业学
习，小希本想在求职就业时大显
身手，但疫情让他错过了线下面
试的机会。虽说对自己的网上面
试拥有足够自信，如果能面对面
和HR交流，他兴许还能更进一步
地展示自己。

小希宿舍里其他求职的舍

友，也都找到了心仪的单位。对这
群年轻人而言，工作有了着落，倒
计时下的大学生活也就多了一份
踏实。

小茗（山东师范大学）———
考研失败，准备考编

不仅没等来考研上岸的好消
息，小茗还错过了年初事业编省
考。

依照小茗的性格，考编根本
不在她的计划之内。可突如其来
的疫情，扰乱了她的安排，也让这
个“00后”女孩多了份深思熟虑。
根据所学专业找个工作？还是考
编？

经过反复权衡，小茗选择求
稳：给自己一年时间考编。

回到老家潍坊后，她将考编
一事提上了日程。认清目标之后
的热血沸腾，让她默默下定决心：
只有拼命取得好成绩，才配得上
这感觉。

因为错过了年初事业编省
考，从2月中旬开始，小茗准备起
了教师编考试。

小茗注意到，无论是年底的
国考、年初的省考，还是即将到来
的教师编考试，针对应届毕业生
的岗位要多得多。“应届生身份挺

‘香’的，我想给自己一年的时间，
先把应届生资格用尽。”

话虽如此，但小茗并不能将
全部精力投入备考。相较于“学了
忘、忘了学”的考编理论知识，早
就提上日程的论文让她更为“抓
狂”。她也不是没考虑过先就业，
但应届生资格让她留恋，偶尔出
现的念头很快被打消了。

看着在家上网课的弟弟，小茗
也想当一名像弟弟班主任一样的
教师：正常上下班，工作相对稳定。
这是她能够并乐于接受的选择。如
果真成了教师，她会先在家附近工
作上几年，再慢慢攒钱买房。

眼下，教育学和心理学相关
书籍，小茗已经复习了一半。她估
摸着，按六月中旬考试来算，那时
应该能复习得差不多。

其实，小茗还深藏着很多大
胆的想法，但现在只能将它们埋
在心底。她决定先选择最稳当的
方式，根据自己未来的发展，再去
慢慢调整规划。

小湘（济南大学）———
闯过复试，考研“上岸”

四年前刚来济南大学时，小
湘就笃定了考研的想法。尽管过

程备受煎熬，但好在得偿所愿，实
现了考研梦。

小湘是个内敛的姑娘，尤其
是和陌生人交流的时候，害羞和
紧张会让她说话分贝变小。也是
因为这种性格，在准备复试期间，
她遭到了心仪导师的拒绝。

伤心、难过，各种低落情绪充
斥在心，使她害怕。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上周
六，在经历完白天的复试之后，傍
晚时分，小湘拿到了期待已久的

“上岸”结果。
无论是否“上岸”，等待时的

煎熬、备考时的挣扎，都让这个
“00后”女孩心怀忐忑。和大多数
同学一样，小湘也要经历大四上
半学期的实习实践，其间免不了
校内外两头跑。因为时间紧、压力
大，她一度感觉怎么也复习不完，
有点无助，但只能把自己安排得
满满的。

“再怎么也得学下去，不能放
弃。”她默默告诉自己。

对小湘而言，考研意味着拥
有好的工作前景。如果读研期间
表现好，她还想继续读下去。可一
旦表现不够优秀，她也做好了回
家找份稳定工作的准备。

时间回溯到去年12月。在考
研初试结束后，因为心里没底，小
湘选择第二天回家寻求安慰。经过
居家缓冲，在家人的陪伴下，她的
心绪慢慢平复了下来。年初发布的
成绩榜单，让她有些出乎意料，自
己以初试370分、数学科学学院排
名第八的成绩挺进了复试。

因为疫情影响，复试没办法
和考官面对面。隔着屏幕，看不到
老师，她心里多了一份忐忑。整整
20分钟，从紧张到平复心情，小湘
感觉自己成长了。

一方面有些许成就感，另一
方面为英语听力捏一把汗，小湘
在辗转难眠中等来了复试结果。

“查询时有点紧张，可当看到
录取结果时，除了欣喜，还是欣
喜。”小湘回忆道，这一天她等了
太久，第一时间就将消息告诉了
父母和姐姐。

在这个特殊的毕业季，等到5
月份结束答辩，小湘的人生新阶
段才刚刚开始。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
为化名）

正值“金三银四”招聘季，
一批“求职私教”应运而生，在
短视频平台上颇为活跃。他们
通过直播、卖课、提供咨询服
务获利，打出“零经验转行秘
籍”“带小白逆袭大
厂”“一对一面试谈
薪辅导”之类的诱
人广告。但求职者
在缴纳不菲费用之
后却发现，上了私
教课不仅拿不到

“大厂”通行证，连
课程质量都难以保
证，更多的是一些
面试“套路”和简历

“注水”。
动辄成千上万

元的私教课，愿意
买单的人不在少
数。求职者想要接
触的“私教”往往曾
供职于“大厂”，背
景大致为担任过资
深HR(人力资源管
理)，自称面试过成
百上千候选人，深
谙“大厂”的招聘喜
好；或者在产品、运
营等非技术部门带
过团队，操盘过所
谓“ 千 万 级 大 项
目”，了解“大厂”的
职业曲线。

“内部消息”似
乎给这类服务增加
了一些神秘色彩，
然而，这类服务的
本质就是解决求职
者与大厂岗位信息
不对称的问题。只
不过，原本定位为
帮助求职者确立职
业意向、提高择业
能力的信息，在当
下竞争异常激烈的
就业市场中，被不
少人当作了圆梦的
捷径。然而，作为一
个想要在某一行业
或领域开启自己职
业生涯的人，如果
对行业和企业的信
息缺乏获取能力、
甄别能力、思考能
力，也尚未结识哪
怕一两个行业从业
者，进行过交流咨
询，而指望让私教
通过几节课将自己
送上一个职业轨
道，那恐怕得到了
o f f e r也很难走长
远，这说明你可能
一只脚还没有迈入这个行业。
对于那些直接保证能够“内推
拿到offer“的私教，无论最终
结果如何，都有商业欺诈或违
法的嫌疑了。

求职者以为自己越支付
高昂的价格，越有助于缓解心
理焦虑。然而，这种付费更多
是一种心理安慰，而非与价格

相对等的价值，因为求职者忽
略的一点是，决定这些“求职
私教”高昂费用的，并非信息
的成本，而是眼下求职市场中
的大量需求，而这些商家极度

渲染的焦虑叙事，则
在进一步加剧这种供
需失衡。

“求职私教”的出
现，其实传递出了市
场“稀缺”的信号———
优质岗位的稀缺和求
职者对于这些岗位信
息的稀缺。这对瞬息
万变的互联网行业而
言，更是如此。一个部
门或者一条业务线往
往伴随着一个消费场
景或者一个细分市场
应运而生，又很快在
新的市场刺激下做出
调整，高速的人员流
动与信息流动，本身
就是大厂的基本特
征，这也在某种程度
上提高了人才与岗位
的匹配成本。

要减少这种信息
不对称，“求职私教”
的话术其实已经给出
了一些方向。对于不
论是刚走出校园的大
学生，还是想要转换
赛道的社会人来说，
快速了解一个行业的
用人需求和必备技能
点无疑是最有价值
的。

一方面，高校可
以提供更加全面的就
业信息指导。近年来，
高校在帮助学生走出
校园融入社会的过程
中有不少新举措，比
如 为 了 适 应“ 云 应
聘”，不少高校还专门
搭建了带补光灯的面
试间。在做好硬件保
障的同时，对于求职
链条中的每个环节进
行有针对性的培训，
比如“如何写一份优
质的简历”，“如何表
达求职意向”，“如何
在面试中突出自身优
势”等，邀请更多的企
业管理者、技术骨干、
HR进校园与学生直
接对话，更有助于年
轻人形成基本的求职
逻辑。另一方面，用人
单位也可以考虑在自
己的官方账号中提供
及时、准确的岗位信

息，甚至开设一些公开课，从
而更高效地吸引人才。

求职者也需要看到，任何
一个优质岗位都是稀缺资源，
它的获取必然需要通过一套
标准和体系，或者一系列的竞
争与合作来实现。走捷径所付
出的成本，不如拿来修炼提升
自身的竞争力。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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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2022届大学生将离开校园，迈向新的人生关口。在这个从青涩走向成熟、从被保护到
逐渐独立的特殊阶段，这群20岁出头的年轻人正经历着怎样的拼搏与思索？又有哪些收获和热望？
我们走进校园采访了三位学子，虽然他们境况不同，却都在为各自的前程而努力。因为他们都明白，
只有努力，才有希望。

已经找到工作的小希在做毕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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