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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大学生毕业季以
来，我市人才市场的招聘会
上，尽管大学毕业生的求职
热情很高，招聘企业需求也
并未减少，但是双向选择成
功的招聘却不是很高。近
日，记者多次走访我市人才
市场，听到毕业生的叹息，
纷纷表示工作难找，找不到
自己想要的好工作。而很多
招聘企业则处在招不到人的
尴尬情况中。记者调查发
现，大学生在求职中的心态
复杂，许多人热衷考公务员
或进事业单位，而不愿意进
中小企业，有的则担忧创业
太艰难……

热衷考公务员现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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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不愿进，热衷报考公务员
□眼盯待遇和环境，担忧创业太艰难

大学生就业：如何迈过这道坎？

针对不少大学生既有对就业目标
不明确的困惑，也有“中意岗位难聘
上，易聘岗位不中意”的纠结。和磊
建议广大毕业生首先要根据自己的专
业、能力、兴趣等择业需求，明确与
自己匹配的择业目标，并以此制定职
业发展规划。在向企业投送简历后，
一定要跟企业继续跟进联系、沟通，
展示自己积极应聘岗位的意愿与能
力。与此同时，她还建议广大年轻学
子不要一味追求“稳定”，也不要盲
目将目标锁定在行政事业单位或大型
国企，有时候一线岗位或中小型企业
也许能够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

陈林认为，如今一些大学生就业
不愿进中小企业，究其原因，怕的是
很多企业都是临时性的用工。企业要
打破“临时”的观念，与员工签订长
期的用工合同，并帮助他们做好职业
规划，建立稳定的工作关系。这样既
解决了大学生找工作的后顾之忧，也
解决了企业招工难的问题。企业应从

劳动者的角度出发，进行换位思考，
保证劳动者合法权益，改善条件，不
断创新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丰富企业
劳动者的业余生活，打造具有特色的
品牌企业文化，增强劳动者的主人翁
意识和归属感，构建与劳动者相对稳
定和谐的劳务关系。

李芳建议，大学生应转变就业观
念，改变“有业不就”的观念，树立先
就业再择业的观念，鼓励毕业生到基层
就业。高校就业指导老师应主动和企业
交流，给学生讲解初入职场的注意事项
和必备的技能，还应创造条件给学生提
供实践锻炼的平台。大学生个人也要及
时转变和调整求职就业观念，干一行，
爱一行，切合实际。在校期间应积极在
课余时间进行专业实践和到企业锻炼实
习，了解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也应及早
做好职业规划，不断提升个人能力，努
力提高自身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拓展
发展空间。在择业过程中找准定位，主
动适应岗位，而不是被动接受。

“你愿意选择自己创业发展
吗？”采访中，记者就这一问题
询问了多位大学生。大家脱口而
出的回答大多是“那得有资金，
还得有发展前景好的项目”。许

多大学生担忧，刚毕业就创业太
艰难，由于经验比较少创业更容
易失败。应该先工作两年，观
察、适应社会之后，再根据实际
情况选择创业不迟。

记者了解到，虽然我市出台
了扶持大学生就业创业的政策，
给予创业大学生一定资金的支
持，但每年真正创业领取奖励资
金的大学生很少。

7月6日，在市人才市场的招
聘大厅，记者看到，有几个招聘
展位，正在确认报考我市部分事
业单位的面试人员。在这些展位
前，大学生排起了长龙。而其他
一些招聘展位，来选择就业岗位
的人寥寥无几。这一幕与5月26日
记者采访时极其相似，当时我市

市直事业单位招聘时，来确认面
试的人员也是排了几个长队。

“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努力
拼一拼，毕竟当公务员或者到好
的事业单位工资福利优越。”正在
排队等待的小陈告诉记者，他5月
份参加过市直的事业单位招聘但
没有成功，这次参加的是县区的

单位招聘，也不知道命运如何。
“我就业首先是考公务员，

其次是事业单位。只要我符合条
件，就会一直考。”采访中，大学
生张同学直言不讳地说。

据记者了解，目前许多大学
生依然热衷考公务员，或者到工
资福利不错的事业单位工作。

“投了三四份简历，但都不
理想，不是我向往的企业。”西
安交大通信专业的毕业生小郭
说。“那你想去哪些单位呢？”小
郭告诉记者：“比如电力公司就

不错，移动、联通、电信什么的
也行。”在小郭的眼中，如果考
不上公务员，就进入大型国企或
机关，才算是找到了正经体面的
工作。

采访中，一些大学生认为，
大型国企的垄断地位决定了他们
的高工资福利待遇，没有行政单
位体制内过多的束缚，而且工作
稳定，是最理想的选择。

作为促进高校毕业生多形式
多渠道就业的重要力量，民营企业
一直为招工很上心。大学生不愿去
民企的现状与民企招工难的尴尬形
成了鲜明对比，一些中小型民企多

次招聘依然招不到所需人才。
记者采访发现，多重因素让

大学生选择回避民企：一是对中小
型民企了解甚少，影响了大学生的
应聘热情，降低了招聘双方的对接

成功率。二是怕没发展空间。民营
企业需要让更多大学生看到广阔的
发展空间，与企业共同成长。三是
缺乏安全感，担心社会保险、职称
评定、权益保障等服务不到位。

在7月6日上午的招聘会上，
一家企业的展台前人头攒动，求
职者排着长队投递简历。这家新
进入漯河的石油公司招聘加油站
站长，开出的条件诱人：月薪
5000元以上，配工作用车一台。

“这样优厚条件的工作实在
是太少了。”刚刚把简历递交后的
李继伟告诉记者，报名者太多，

竞争太激烈，即使不抱希望也得
试试。

记者了解到，招聘企业所招
的岗位里大多都有“市场营销”
这一类，即使不叫这个名字，性
质也很类似。工作内容都是要联
系客户、发掘资源、推销产品或
服务。而这往往也是每家企业招
聘数量最多，人手最紧缺的岗

位。但毕业生们对这样的岗位往
往不屑一顾，很多人一看到是跟
客户打交道的工作，就会毫不犹
豫地转身离开。

在招聘会上，记者不时能见
到家长给孩子找工作的情况。据
记者了解到，部分大学毕业生后
宁可躺在家里继续“啃老”，也
要等到有满意的工作为止。

在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一
些“骑驴找驴”的大学生。他们
先找个工作干着，然后伺机寻找
更加满意的工作。有的毕业生在
一年内连续跳槽几个单位，心态

浮躁。有的毕业生刚入职不到一
个月就有换工作的打算了，还有
毕业生甚至刚工作几天就决定辞
职。

虽然大学生先就业再择业

没有错，但频繁的跳槽不利于
个 人 发 展 ， 也 让 企 业 连 连 叫
苦 ， 在 招 工 时 投 入 了 大 量 人
力、物力、财力，却仍难以留
住大学毕业生。

针对大学生就业的这些现状和心
态，企业和人才管理部门又是如何看
待的呢？

“目前高校的一些毕业生，既想
工作轻松，又希望收入高。由于眼高
手低或学非所用，也没有过硬的专业
技能，对职业定位模糊，结果高不
成，低不就。”河南雪健实业有限公
司办公室主任李芳分析说，在择业过
程中，大学生不能正确摆正自己的位
置 ， 择 业 时 一 味 强 调 “ 我 想 干 什
么”，而不考虑“我能干什么”，不是
从自身的特点、能力和社会需要出
发，给自己恰当的职业定位，而是把
目光盯在大单位和热门行业，对就业
抱有过高的期望值。这种不顾客观的
就业形势和自己的竞争实力，盲目乐
观的择业心态，无异于是为自己的就
业设置障碍。

“我们招聘的岗位要求求职者能够
很快进入角色，参与工作，而不是慢慢
学习。所以我们更倾向于有行业内实际
工作经验的。但是就目前收到的简历来
看，这样的人才并不多。”河南中大恒
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
长宋东升表示，当代大学生崇尚自由，
他们希望自己未来的工作丰富多彩，渴

望自由调节时间的弹性工作。但大多数
中小企业的就业岗位仅限于低水平的重
复劳动，这与大学生的期望相差较大，
而他们青睐的国有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
就业竞争激烈，且门槛要求较高，所以
就业时难免“挤破了头”。

“现在的大学生没有危机感，不
愿意加班，甚至不愿意到县城以下的
地域出差。”漯河巡航北斗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林说：“我们企业
更注重的是大学生的个人能力，但是
大部分毕业生适应市场的能力和观念
不够。现在的大学主要是重知识轻能
力，有学历没能力这种情况还是或多
或少地存在。而现在各企业希望招到
有能力有经验的人才，所以，这就导
致了企业招人更加难。”

市人才市场办公室主任和磊认
为，毕业找工作难，企业招聘更难，
大学生和企业之间需要的是不断的磨
合和适应。大学生可以转变就业观
念，从基层做起；企业愿意从长远利
益出发，花费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培
养毕业生。这不仅有利于企业和毕业
生的共赢，缓解就业矛盾，更重要的
是促进社会个人和企业思想观念的改
变和发展。

← 报考公务员的大学生扎堆。

↓ 一些中小企业的招聘展位前
应聘者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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