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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就业季

听听 80后“过来人”的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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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本报连续关注应届毕
业生就业问题，如何选择？如何突
围？ 是毕业之后他们所面临的现
实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大学
毕业生已经完全进入

90

后时代。

被认为独立、反叛、个性张扬、自
信而脆弱的第一批

90

后，正面临
着“史上最严峻的就业季”。 一边
是初出茅庐的

90

后大学毕业生，

一边是已逐步成为社会中坚力量
的

80

后学长，

10

年变迁，

10

年成
长，

10

年感悟……昨日，《重庆商
报》 也为这两代人架起一座桥梁，希
望这群

90

后新人， 在与
80

后过来
人的一场对话中找到突围灵感。

10.8亿元天价翡翠

昨天，价值
10.8

亿、由
7

位特
种兵绝密押运至汉的极品翡翠，在
七彩云南翡翠武汉旗舰店的开业庆
典上惊艳亮相， 数千市民将现场挤
得水泄不通， 争相一睹天价翡翠风
采。 （据《武汉晚报》）

电瓶车长出蘑菇

“不就是淋了几场雨嘛，咋长蘑
菇了呢？ ”

6

月
22

日，成都市民秦女
士发现自己的电瓶车竟然长出了蘑
菇，她将照片发到微博后，引来网友
啧啧称奇。其中更有不少欢乐点评，

“太生机了，多功能电瓶车。 ”“可以
拿出来展览了。”“哈哈，可以摘下来
吃吗？ ”

（据人民网）

水库泄洪男子被困

男子在河里洗摩托车时， 遭遇
上游张家山水库泄洪， 洪水将男子
困在河中大桥桥墩处， 泾阳县公安
局民警联合消防官兵最终将男子救
上岸。

（据《西安晚报》）

交警开罚单“下不为例”

只警示不罚款，这样的“温情罚
单”，太原交警任建刚

3

年来共开出
近万张，引发大量网友关注。除了引
来叫好声，也有观点认为，这样随意
执行法规涉嫌执法违法。

（据《京华时报》）

城管执法亭出租给婚纱店

在西安小寨长安南路上， 一座
为城管执法人员提供工作便捷的岗
亭内， 近期却入驻了一家婚纱店的
接待点。 路人看着亭子上滚动显示
的城管执法宣传语说：“这么大的亭
子原本就是占道的吧？ 怎么还能租
给婚纱店呢？ （据《华商报》）

企业贴出“绝不加班”

纸条吸引求职者
明明说的

8

小时工作制， 却常
常被公司要求加班， 有时甚至还要
把工作带回家里做。 这种隐性加班
的情况，估计不少上班族都遇到过。

近日， 华中人才在汉口武展举
办的一场大型招聘会上， 武汉盛源
天启科技有限公司在招聘简章上写
有“绝对双休、绝对不加班”的字样，

吸引求职者。

（据《武汉晚报》）

因为交警没系安全带
违章男追警车拍照取证
在宁波上班的丁先生因违章被

罚
100

元，心中郁闷难平。直觉告诉
他，交警没系安全带。为了捕捉到交
警违章证据，他追了警车一公里，终
于得手。

6

月
20

日下午，那名没系
安全带的交警被处罚。 但丁先生却
高兴不起来， 因为妻子为此跟他吵
了架。 昨日，丁先生说，对于抓拍交
警违章一事，他并不后悔。

（据《现代金报》）

男子上个厕所
1.5

万现金掉进便池
6

月
21

日上午，

50

多岁的狄先
生在徐州收了

1.5

万元的货款，准
备乘坐上午的火车回连云港。 到了
车站买好票，狄先生突然内急，匆忙
赶到卫生间。 他刚蹲下， 意外发生
了， 他装在裤子后兜里的

1.5

万元
现金掉进了便池里。 “不好，钱掉出
来了”， 狄先生连忙起身想去捡，这
时， 一股强大的冲厕水流沿着卫生
间的蹲位“席卷而来”，

150

张百元
大钞就被水流卷走。

（据《现代快报》）

因走路姿势“像领导”

70

岁老人遭邻居暴打
跑“摩的”的高某今年

50

多岁，

做门卫保安的房大爷今年
70

多岁。

6

月
17

日下午，高某喝完酒骑
电动车回家，路上碰到了房大爷，见
房大爷手拿报纸， 反背双手走路的
样子，高某看不顺眼，上前大骂其装
领导。房大爷生气了，上前就揪住了
高某衣领，两人随即扭打在一起。高
某右手一挥， 房大爷脸上就吃了一
记重拳，一个“肩扛式”抱摔将房大
爷摔倒在地上，还不解恨的高某，又
上前扇了房大爷几个“嘴巴子”才停
手。 最终因自己冲动的行为赔偿
了

4000

多元。

（据《法制日报》）

偷上室友
QQ

调侃其女友
小伙鼻子被打“歪”

大力和大刚的老家都在外地，

俩人住在同一间公寓里一年多了，

在七八个人同住的公寓里， 他俩的
感情最好。

当日， 大力拿着卷纸跑向了厕
所，躺在隔壁床的大刚跑下床，看大
力的电脑页面上，

QQ

是登录状态，

他刚和女朋友聊天。 大刚就寻思调
侃下这女孩儿， 有的也说， 没的也
说， 俩人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聊
了大概

10

分钟。

“大刚，你干啥呢？”大力看到大
刚眼睛盯着电脑屏幕，在那偷笑，他
特别生气，把电脑拿过来一看，大刚
正在和自己的女朋友聊天， 而且还
涉及一些敏感词语。 火冒三丈的大
力一拳，打中了大刚的鼻子。

（据东亚经贸新闻）

90

后疑惑之一
当北漂还是逃离北上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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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 总有一群学生会
面临“去哪儿发展”的问题，特
别是本来就在一线城市读大学
的毕业生，留还是走，一直困扰
着他们。 今年从北京理工大学
毕业的

90

后重庆女孩杨柳至
今还没作出决定，她告诉记者，

自己很想留在北京， 也参加过

很多面试，“竞争太激烈了。 ”

她说， 好单位大家都争着
进，不过失望者居多。 出身
普通工人家庭的杨柳对未
来有很多期许，不过毕业的
现实选择却让她很纠结。 “或
许最终还是会回重庆。”杨柳想
的是，给自己半年的时间，如果

能确定一份满意的工作， 就漂
在北京， 实在不行， 还是回重
庆。

和杨柳一样存在困惑的毕
业生并不在少数。 重庆大学毕
业的小喻也有过这样的挣扎，

因为成绩出众， 幸运的她有两
份工作可以选择，一份在广州，

一份在重庆， 最终她还是决定
和广州的一家银行签约，“现在
不敢确定选择是否正确， 只是
想圆一个南下的梦。 ”

80

后解答
二三线城市机会更多

� � � �

现在
90

后在北上广的坚
守，

80

后师兄师姐们显得非常
理解，“年轻时谁还没有些梦
呢？”北京理工大学毕业的陈筱
已经到了而立之年， 目前已回
到重庆工作。 杨柳和小喻如今
的想法也是他刚毕业那会儿的

选择，在北京待了两年，陈筱
在一家网络公司从低层干
起， 他笑称当时就是一名
“

IT

民工”，干了两年工资倒
是涨了些，不过买不起房，也找
不到媳妇。

“我还是建议学弟学妹们

回家乡发展。 ”陈筱说，他也一
直很关注今年的就业问题，

他称，从整体上看，一线城
市的就业机会的确多于二
三线城市，但是需要注意的
是，虽然职位量较大，但求
职者也多，就会显得“狼多
肉少”， 竞争激烈程度不言
而喻。 如果再综合房价、物
价等其他因素， 硬留在一线
城市的性价比并不高。

90

后疑惑之二
海归到底有没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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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就业大军中，“海
归”不在少数，有着海外求学经
验的光鲜外衣却让他们依然有
着重重困惑。 高小姐在苏格兰
读完研究生之后， 毅然回到了
重庆找工作， 不过她并不认为
自己会比同龄人具有更多优

势。

“工作零经验。 ”这是高小
姐口中最大的劣势。比起以前，

更多海归派回归理性， 高小姐
说， 自己也有不少同学都有国
外留学经历， 当初选择出国最
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增强自己

的竞争优势， 为今后找工作增
加筹码。不过念完书的他们，很
多却很彷徨。 “老实说，除了语
言能力更强些之外， 其他专业
方面是否能竞争过国内的毕业
生，我没有把握。 ”高小姐告诉
记者，和其他应届毕业生一样，

回国后她也投了很多简历，如
今， 在别人的推荐下她进入一
家会计师事务所实习， 目前的
身份仍是一名“实习生”。

80

后解答
用人单位更看重综合素质

� � 80

后李颖曾在爱丁堡留
学，在国外总共待了

8

年，现在
在重庆医疗系统工作。李颖说，

现在她所接触的很多有留学经
历的毕业生， 会认为外语是自

己很大的优势，“但是这种优势
正在降低。 ”李颖告诉记者，在
一次单位招聘中， 进入面试的
总共有

5

人，全部是研究生，其
中两人曾出国留学， 另外三人

英语六级。

“面试时，其中一名‘海归’

的口语还不如在国内就读的研
究生。 ”李颖想说明的是，现在
用人单位更看重应聘者的综合
素质和专业技能， 花哨的简历
或许只是昙花一现，即使有“海
归”的身份，也不会得到百分之
百的加分。

90

后疑惑之三
找工作最好找“铁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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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联招聘曾做过调查，在
招聘中，规模在

20

人
~99

人以
及

20

人以下的小型企业的整
体职位量占到了

43%

， 然而，

这些小型企业却并不那么受应
届毕业生的青睐。事实上，大学

生偏爱“铁饭碗”仍是一个不争
的事实。

应届毕业生小林最近为了
找工作的事， 有些气馁，“目标
定得太高， 希望越大， 失望越
大。 ”最近他也在反省自己，考

公务员，考事业单位，考部
队……可结果却不那么尽如人
意，“

2008

年是本科学子入学
高峰期， 正好

2012

年毕业；而
2008

年金融危机时很多同学
选择读研， 正好也是在今年毕
业。 ”面对这么多竞争者，自诩
优秀的他有些无奈， 不想随便
找份工作，未来的路怎么走，他
却说自己还没想好。

80

后解答
放低身段先就业再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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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就业再择业， 这是很多
80

后的经验之谈。

30

岁的唐倩
做过两份工作，

2006

年
7

月份
毕业，

10

月份才在同学的介绍
下进入一家小公司做数据录
入，试用期工资只有

800

元，后

来工资涨到
1500

元，第一份工
作唐倩总共干了

8

个月。

“曾经学生时代的优越感，

全部被第一份工作磨光了。”每
每和人说起，唐倩都非常感触，

大学每年拿奖学金， 毕业找工

作受挫……这对自信心超强的
她打击曾非常大， 不过转机也
出现在第一份工作中， 工作中
认识的一个朋友后来为她牵线
搭桥，让她成功跳槽，现在她已
经成为单位的中干。

唐倩想对正在找工作的
90

后
们说，放正心态，把毕业后的第一
年作为继续学习的两个学期，找
到自己的定位。

(

据《重庆商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