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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着有梦想 赶紧闯一闯
求职路上三位大学生境况不一，但他们都在为明天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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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记者 王诗玥

躲避“内卷”———
家政业压力没那么大

从“互联网”转行
“男家政”，在伊先生看
来，不见得家政行业比
互联网行业好，而是家
政行业确有吸引人的地
方。“这个行业有个好
处，就是挣的都是现钱，
做完一单就能结一单，
而且时间自由，准入门
槛低，可以自己选择接
不接单。”当然，互联网
行业的严重“内卷”也是
促使伊先生改行的原
因，“家政行业不像互联
网行业压力那么大”，伊
先生说，刚刚踏入家政
行业的时候，他不过二
十出头，在这群人里算
得上年轻，现在很多90
后甚至95后都加入到这
个队伍当中来了。

红色家政的负责人
刘政表示，一开始他也
在公司给别人打工，可
竞争激烈，内卷严重的
环境让他决心辞职。为
了大展身手，闯出属于
自己的一片天，他选择
了创业。那时起，他就在
考虑哪个行业的准入门
槛儿比较低，好上手，并
且还得是朝阳行业。“我
认为家政行业刚好符合
我的这个要求，它给了
我坚持做下去的动力。”

当然，伊先生也看
到了目前这个行业所
面临的困境。他认为最近两
年，由于这个行业的准入门槛
较低，所以很多其他行业失业
的人都来到了这一行，尽管客
户的需求在不断增加，但不断
涌入的新人也使他们之间的竞
争越来越大。

性别优势———
干点粗活累活不在话下

如果说伊先生干家政起初
是为了躲避“内卷”，徐师傅干这
行则是看到了自己的优势。

1961年出生的徐师傅如今
入行已经十余年了。这些年来，

他擦过玻璃、给地板打过蜡、做
过空调清洗……对他来说，正是
这些工作构成了他的生活。

徐师傅说，每当他们团队一
起外出工作，遇到需要擦玻璃之
类难度较高的活儿，他就会主动

要求代替那些女同志
去做。“我觉得自己比
她们力气大，干点粗
活累活不在话下。”

“男性能够做一
些女士做不了的工
作，对一些擦玻璃、家
电清洗类的工作有很
大的优势。如果要女
孩子去拆油烟机或者
想把它举起来是很困
难的。”伊先生说，如
今，除了选择做钟点
工的大部分都是女
性，其他家政行业男
女比例差不多是对半
分的，尤其是家电清
洗方面，男性的比例
达到了80％。

福生家政的负
责 人 李 先 生 介 绍 ，
2008年他们刚刚开
业的时候，团队里的
男 性 只 有 十 多 个 。

“如果拿今年和那时
候对比，男性就多太
多 了 ，有 个 三 到 五
倍。他们主要还是负
责清洗抽油烟机或
者擦玻璃。”

艾媒咨询发布
的报告显示，2 0 2 1
年，中国家政服务行
业的整体薪资区间
在2000-20000元之
间，其中6000-8000
元的从业人员数量

最多，占24 . 4%。
“刚入行的时候，我一个月

只能挣三千多元，一个小时也就
十二块钱。而现在如果在网上接
单，一单就能到手三十五块钱。”
徐师傅说，最近两年，他发现自
己一个月就能赚个七八千块钱，
小活儿一天能做上两三个，大活
一天也可以做一个。

观念改变———
“男家政”逐渐被接受

越来越多的男性进入家政
行业，与社会大环境的改变有着
很大关系。

十几年前，徐师傅无意中发
现了一个家政行业的招工广告，
那时候选择做家政的男人并不
算多。“在当时，我选择从事这一
行，孩子其实不太同意，是我执
意要做下去的。”徐师傅说，直到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涌入了这个
行业，家里人才终于学会理解和
尊重他这份职业的价值，渐渐接
受了他的工作。

谈到自己的工作，伊先生骄
傲地表示，“大家对家政的观念
在慢慢放开，最近两年越来越多
的男性觉得自己也可以干家政
了，时代的变迁帮助我们打破了
传统思维。”他认为自己在打扫
卫生的时候比很多女工都要细
心，每次干完活，客户对他的表
现非常满意。甚至有时候遇到一
些粗活累活，一些顾客还会点名
要他这样的男家政去做。

“只要身体允许，我打算一
直干下去，争取再干十年。”徐师
傅说。

33岁的伊先生在大学时学习了软件开发专业，毕业后一直从事
互联网工作。201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闯入了家政行业的大门，一
呆就5年过去了。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有不少像伊先生一样的男性踏入家政行
业，“男家政”越来越多，其中原因是什么？

随
着
观
念
改
变
和
竞
争
加
剧
越
来
越
多
的
男
性
进
入
家
政
行
业

他
从
互
联
网
转
行﹃
男
家
政
﹄

今年6月，2022届大学生将离开校园，迈向新的人生关口。考研成功的将继续深造，而未参
加考研和考研失利的学子们则陆续加入了“求职大军”。求职路上的大学生们心怀梦想，为了明
天不停地努力。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们的故事。

已经求职成功的卞普对未来越来越有信心。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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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一：小杨（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趁年轻出去闯一闯

从山东到北京，小杨已经实
习半年了。如果顺利，今年六月大
学毕业之时，就是她正式就业之
日。

去年11月，在山东外事职业
大学举行的校园招聘会上，经过
反复筛选比对，小杨认为北京一
家快递公司和自己所学的快递运
营管理专业“对口”，当下就决定
报名实习。

来到北京之后，小杨的实习
岗位是仓管员，主要负责扫描快

递单号、分拣快递件、登录出入
库、处理异常件、回访客户等工
作。本以为会被分去管理岗，谁料
每天面对的净是些事无巨细的繁
杂工作，忙起来甚至连口水都喝
不上，她一度打起了退堂鼓。

从去年11月实习至今，小杨
总共回过一趟山东老家。

小杨理想中的工作是朝九晚
五，这样可以满足健身的小需求，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生活被工
作填满。但眼下到了求职季，她没

法承担放弃这份工作的后果，所
以决定先继续干着。

实习期间，小杨每月拿到手
的工资是5000多元，正式转正后
能拿8000多元。她心里很满足，毕
竟“终于可以养活自己了”。

做完这个选择之后，小杨还
得做家里的思想工作。远离山东，
到400公里之外的北京工作，她的
这个决定并不能让父母完全支
持。可小杨心里早有打算，就要趁
年轻，出去闯一闯。

人物二：小佳（山东建筑大学） 在焦虑中等待希望

得知考研成绩不理想，小佳
想都没想就加入应届生的求职大
军中。可找工作这事儿，又没有想
象中那么容易。

和无忧无虑的大学生活不
同，当求职被提上日程，小佳的心
态也在不知不觉发生着变化。眼
下草长莺飞的季节充满着希望，
校园里繁花盛开煞是好看，可小
佳无心欣赏更来不及品味，如果
不能尽快找到心仪工作，她总觉
得有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心头。

小佳是山东建筑大学环境科
学专业的应届毕业生。从3月至
今，她已经陆续投递了十多份简
历，可大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能回复她的仅有两三家。

前几天面试了一家单位，HR
（人力资源管理）问她是否接受出
差、能不能上工地，小佳给出肯定
答复。即便如此，对方还是决定优
先考虑男生。另外几家单位虽然

加了她微信，但仅限聊天，尚未给
出明确答复。

小佳所学的环境科学专业前
景不错，正常情况下，毕业生大都
选择去环保公司进行大气检测和
水检测。最初她笃定能找份相当
不错的工作，可接连碰了几次壁，
再加上线上求职的现状，她决定

“退而求其次”。
按照小佳的打算，如果能找

到理想的工作，那当然再好不过。
可万一没有，找个离家近的单位
也可以。父母年纪大了，不希望她
走远，更想让她在家附近找个稳
定些的工作。

毕业季下的大学生各有规
划，在宿舍里，那种着急的感受就
格外明显。

小佳所在宿舍有6人，其中三
人考研“上岸”，另有一人准备“二
战”，求职队伍中只剩下她和另一
个东北舍友。“她们找我做毕业设

计，我就要跟她们说还要准备简
历或去宣讲会，这种心理上的落
差，还挺让人焦虑的。”

和大多数高校一样，山东建
筑大学也时常关注学生就业状
况，经常召开求职座谈会解答学
生疑问。与此同时，通过班长联络
群等渠道，学校每天都会为应届
生提供不同企业的招聘公告。

虽说学校给出的单位不少，
可毕竟没有线下招聘来得直接。
小佳认为，假如能去参加企业的宣
讲会，她喜欢一家公司，可以直接
把简历递给对方。即便不能录用，
对方起码也能看一眼。但网上投简
历，给她的感觉就好像大海捞针。

从3月到4月，在经历了几次
不太顺利的求职之后，小佳的心
智倒是愈发成熟。虽然目前还处
在投递简历、等回音的阶段，但她
还是愿意相信：希望就在不远处，
要抓住红四月。

人物三：卞普（齐鲁师范学院） 成功源于动手早
找一份工资待遇高、公司氛

围好的工作，是多数应届大学生
的梦想。齐鲁师范学院的大四学
生卞普，就在反复斟酌后找到了
自己心仪的单位，他的求职路，堪
称“教科书”式的经历。

从去年2月中旬起，卞普就有
针对性地投递出去十几份简历，3
月陆续迎来面试。在面试的七八家
单位中，有两三家明确只招收本科
211以上的学校。针对剩下几家不
“卡学历”的单位，他决定看是否组
织面试，如果可以就积极准备。

和有的人“面试完一场算一
场”的佛系心态不同，卞普会在每
场面试结束后向HR征求意见，以
此来复盘简历上出现的各种问
题，修改之后再去投递。

因为不是名校毕业，为了不
在第一轮就被刷下来，卞普通常
会走内推的方式：直接将简历转

给业务部门，通过业务部门转交
给HR。对卞普来说，这样做很可
能会让自己进入到面试环节，不
至于直接将简历淘汰掉。

等真正到了面试环节，让卞
普感受很深的一点是，非技术部
门的门槛不高，如果能有技术傍
身，求职过程就顺当多了。因为所
学专业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大学
期间经过数百场网络安全比赛的
锤炼，他对本专业有了更深的理
解，而对专业的应用程度，则让他
在求职中更多了些选择的权利。

仔细捋完一条条招聘信息，
在老师的建议和参考下，卞普决
定选择国内一家互联网公司，主
要负责其中的网络安全。实习过
程中，他了解到工作重点是挖漏
洞、检验公司的安全建设、防止被
黑客恶意利用。这种工作内容让
他觉得很有挑战性。

吸引卞普的不仅是工作的挑
战性，更源自多元的企业活动和
灵活的工作性质。

正常情况下，入职后的他可
以10点多到岗，下午六点就能离
开。公司内部活动多，不仅可以打
乒乓球、羽毛球，还经常组织玩剧
本杀。最打动卞普的，是薪资待遇
超出预期：一年能拿16薪。

在齐鲁师范学院，大多数学
生更青睐于考研和当教师，卞普
很早就决定走就业这条路，目标
是一些互联网大厂。他清楚什么
是“赶早不赶晚”，如果投晚了简
历，位置肯定会被“大咖”占据。

齐鲁晚报记者 巩悦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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