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求職意向以國家機關和事業單
位為主，相關國企、央企、民企為
輔，比較看重崗位匹配、工作地點、
個人發展和薪資待遇四個方面。求職
過程戰線長、競爭大，讓我一度陷入
了自我懷疑中。 至於求職中遇到的
問題，首先是招聘信息問題。不少信息
針對性不強、冗雜，甚至還有欺詐性質

的廣告出現在相關平台上。希望相關部
門能規範招聘平台，避免大學生上當受
騙。 其次，建議學校增加就業講座、
考試輔導，給予我們更多有針對性的畢
業就業建議。政府部門可以提供更多政
策支持，拓寬就業渠道，鼓勵招聘單位
綜合考慮求職者的能力，平衡就業機
會，保障就業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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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招聘平台防騙局

胡同學
東北某高校碩士研究生

求職意向：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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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重壓礙創業

慕同學
四川某高校本科畢業生

求職意向：電動車配件創業項目

我們班29個同學，只有4人選擇就
業，我是其中之一。其他人不是保研、
考研，就是準備出國。經過深思熟慮，
我打算報名參加四川和重慶的選調生考
試，到老家附近的基層工作。其中，重
慶的選調生考試就定在3月。考試的準
備工作與參加公務員考試基本一致。

選調生首先需要到村裏工作2年，
履行大學生村官有關職責。在大學期
間，我曾參加過多次社會實踐活動，
感受到基層農村需要年輕人注入活
力，帶頭創業。這次考試對我來說是
難得的機會，希望能用所學到的知
識，為鄉村振興出一份力。

我們環境設計專業的畢業生大多會
去從事室內家裝設計或者酒店、咖啡
廳的工裝設計工作。剛畢業一般從設
計師助理做起，工資約在三四千元
（人民幣，下同），相對偏低，想在
成都買房幾無可能。而且這個行業需
要熬資歷，周期較長。
考慮到未來的職業前景和生活成本

問題，從大二開始，我就着手啟動電
動車配件方面的創業項目。經過一段

時間的摸索，將實體店業務拓展到了
電商平台，目前已相對成熟。如果做
得好的話，一年收益預計能達到四五
十萬元，幾年後我就能在成都安家落
戶。
說到困難，像我們這樣的大學生創

業最大的阻力來自辦公室的租金，希
望相關部門能為初次創業的大學畢業
生提供更多的公益性辦公場所，免去
我們的後顧之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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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指導待完善

成同學
江蘇某高校本科畢業生

求職意向：售後工程師、人事或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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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考研出國居多

吳同學
北京某高校本科畢業生

求職意向：選調生考試 去基層工作

現在疫情有所緩解，很多企業對於
我們這種新鮮血液的需求正在擴大，
因此，我認為今年的就業形勢是挑戰
中蘊含機遇。 雖然我的專業是測控
技術與儀器，但個人比較傾向從事與
人交流的工作，所以我把就業方向定
在售後工程師、人事或者銷售。選擇
工作崗位會從未來發展、通勤距離，

以及福利待遇等三方面考慮。
對於即將畢業的大學生而言，就業

指導是我們最大的需求。雖然學校會
時常舉行宣講會，拉一些就業群，輔
導員也會發放一些相關文件，但我覺
得還有些不足，希望能再完善一些，
讓我們在踏入社會，面對面試官時能
更加從容。

就業是最大的民生。政府工作報告明確

2021年就業目標：城鎮新增就業1,100萬

人以上，而今年需要安排就業的城鎮新增

勞動力約為1,400萬人，其中創紀錄的909

萬名高校畢業生是重中之重。如何完成就業

目標，確保大學生群體高質量就業？研究生、

公務員和選調生擴招等緩就業政策是否會延

續？如何建立安全有效的求職渠道？一系列問

題引發關注。不少受訪畢業生期待，獲得更專

業的就業指導、切實有效的就業創業促進計劃，

提升公務員國考、省考錄取率等，實現更好就

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實習記者 謝文博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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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時代的「最
難」求職季來襲，中國高校
畢業生們有的忙於「公考」
「省考」「海投」「海面」，有

的選擇「慢就業」，還有的確定自主創業……正努力書寫着
自己的青春故事。

在採訪中，我們了解了多位「95後」的真實求職故事，以及
他們的思考和訴求。當前，大學生表現出就業信心較低迷、對
個人發展感到焦慮、迷茫的特徵，亟需疏導。

至於求職過程中遇到的問題，香港文匯報記者整理發現，問
題多集中在個人實踐經驗不足方面，他們希望獲得求職技巧輔
導、職業技能提升培訓，以及職業規劃指導。另外，規範網絡
招聘平台、提供線上應聘防詐騙技巧也是缺乏社會經驗的大學
生急需的「良方」。

經過多年苦讀，大學生結束學生時代，走出校園步入社
會，並不容易。為緩解當前高校畢業生就業壓力，各地多
部門都推出了專項行動，社會各界也已動員起來。我們
期待，這些好政策能落地有聲，直擊畢業生就業的痛
點和難點。相信隨着大學生就業長效支持機制的

逐步建立和完善，就業將不再是難題。

人社部促就業禮包
支持企業就業
●採取稅費減免、社保補貼、培訓補貼等政策，鼓勵
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更多招用高校畢業生。擴大國企招
聘規模。

支持基層就業
●通過學費補償、高定工資檔次、就業補貼等舉措，引導
畢業生到城鄉社區服務。穩定「三支一扶」等基層項目的招
募規模。

支持創業創新
●向大學生傾斜政策服務資源，提供針對性的創業培訓，給予
創業擔保貸款、創業補貼、場地支持等。

強化招聘服務
●針對畢業生求職的不同時段，有針對性地推出招聘活動，確
保服務不斷線。

強化能力提升
●開展針對性的職業指導、拓展新職業培訓、提高畢業生就業見
習能力。

強化困難幫扶
●重點對低收入家庭、零就業家庭等畢業生實施專項幫扶，開展
「一對一」援助等。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畢業生普遍反映找工作難。「求職兩個
月，發了20多份簡歷，沒有一個面試機

會，感覺太難了。」江蘇某大學2021屆本科
畢業生蔡卓希望能有一個試用的機會。「今
年的就業形勢很嚴峻，不少單位明確要求研
究生以上學歷。希望有關部門能細化相應政
策，鼓勵企業不要太過看重學歷，多試用，
給更多畢業生展示的機會。」
另外，今年畢業生就業多求「穩」。黨政機

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等成為許多人的首
選。多位受訪者表示，薪酬並非首要關注點，
職業穩定、離家近是穩妥的職場開啟模式。他
們選擇通過參加公務員考試、事業單位考試等
方式，抱上一個「鐵飯碗」。
「受疫情影響，最近兩年的就業形勢

不是很明朗。所以，我並未急於找工
作，而是選擇通過參加公務員考試
進入國家機關工作，雖然工資不
高，但勝在穩定。」東北某高校的碩
士研究生董澤正在備考安徽省公務員考
試。他申報的是一個法院職位。安徽省今年
計劃招收6,000餘名公務員，去年是7,000多
人，預計競爭會更激烈。他希望國家機關、事
業單位能延續去年大幅擴招的政策，為畢業生
提供更多崗位。
此外，不少畢業生選擇到家鄉基層去。有網

友提出，應多鼓勵、幫助一些農學類大學畢業
生返鄉就業，帶領農民在鄉村振興的路上越走
越好。

招聘網成主流 慎防求職陷阱
關於求職渠道，有調查顯示，超八成的求職

者通過專門招聘網站、App或信息諮詢平台獲
取就業資訊。特別是疫情發生以來，「互聯網+
就業」發揮重要作用的同時，也暴露出不少問
題。平台繁多，質量參差不齊。一些難以辨別
的虛假崗位信息、詐騙行為給求職者人身財產
造成嚴重損失。對此，不少畢業生呼籲，統一

管理各類就業平台， 加強對用人單位基本情
況和招聘崗位信息真實性的審核，對就業信息
服務平台數據進行分析，通過比對，為大學畢
業生提供可靠、合適的就業信息。
網友們還對學校的就業指導課程提出了更高

要求。有人認為，就業指導課程除了教授如何
製作簡歷、簽三方協議的注意事項外，還應加
入保護勞動者權益、清晰職業規劃等課程。

優化專業設置 發展合需職校
另有網友在「我向總理說句話」欄目留言建

議高校專業設置要優中選優。他說，「有些專
業不太符合社會發展需求，導致畢業生可能面
臨畢業就失業的問題。建一個資質不好的『野
雞大學』，不如多建一些更加適合當前經濟發
展所需的職業學校，提高畢業生的職業技
能。」
為了促進就業，相關部門正採取措施積極應

對。人社部部長張紀南此前表示，中國就業仍
然面臨結構性壓力。要堅持把穩就業、保就業
作為重大政治責任，強化就業優先政策，減
負、穩崗、擴就業並舉。下一步，人社部門將
深入實施就業優先政策，突出重點，精準施
策，通過保市場主體來穩住就業的基本盤。同
時着力抓好重點群體。針對高校畢業生、農民
工等重點群體，實施分類精準幫扶，提供有針
對性的就業服務。

高校畢業生主要就業途徑
●參加公務員考試、選調生考試

●參與醫院、學校等事業單位招考

●參加各種企業招聘

●自主創業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江鑫嫻

我希望能找到一份較
穩定的工作。至於薪
資，只要工資能養活自
己，離家不太遠，穩定
一些就比較滿足了。
說到求職過程中遇到的

困難，我想應該是信息來
源較少，對HR的「行
話」了解不多，有一些事
物以前沒有接觸過，需要

現學。同時，還時常需要
自我心理調節。
希望學校的就業指導

部門能與畢業生保持深
度的交流，建立一個國
企、私企、事業單位等
分類明確的權威求職網
站，並宣傳到位，讓每
一個學生都能搜索到中
意的求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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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學校設權威求職平台

王同學
東北某高校碩士研究生

求職意向：離家近 夠養活自己

●畢業生普遍反映求職困難。圖為山西一場畢
業生專場招聘會。 資料圖片

●不少大學畢業生爭相報考公務員、事業單位等
「鐵飯碗」。圖為北京大學畢業禮。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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