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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正择业心态是关键
杨妮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
年人不同。又是一年就业季，大
批学子即将走出象牙塔，开启
职场人生。眼下，高校毕业生敢
想敢为的就业创业姿态无疑
为企业和社会注入了“一池活
水”，但百舸争流的就业形势
下，除了“打铁还需自身硬”外，
端正择业心态，亦是他们应对
就业“大考”的关键。

眼下，部分毕业生在择业
过程中出现“懒于就业”等消极
现象，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
职业和待遇有更高期望，另一
方面也与他们不能正视自身的
能力水平有关。不少毕业生因
为缺乏理性认识，或者就业信

心不足，丧失了许多宝贵的就
业机会。

就业不仅检验高校毕业
生 的 综 合 能 力 水 平，也 考 察
他 们 对 社 会、对 职 业 的 认 知
及 对 个 人 能 力 的 判 断 能 力。
应对就业“大考”， 端正择业
心 态 是 关 键。高 校 毕 业 生 要
正确认识社会需要和个人价
值 的 关 系，要 做 到 既 不 好 高
骛远，也不过分谦卑，要不断
充 实、丰 富 自 身 的 知 识 和 技
能，立 足 实 际、着 眼 长 远，发
挥特长、择优而从。要在全面
提升个人素质的同时合理规
划 职 业 发 展，让 青 春 和 梦 想
在奋斗中熠熠生辉。

用人单位与大学生
“双向奔赴”

年终岁尾，逐渐进入了明年

高校毕业生迈向职场的就业选择

高峰期。实质上从暑期开始，一些

来年毕业的大学生就着手准备找

工作，从秋季开学起，各种形式的

招聘会和就业双向选择见面会就

此起彼伏，轮番上阵，给寻寻觅觅

找工作的学子们提供了上岗就业

的良机。 

10 月 21 日上午，原本安静的

宝鸡文理学院高新校区突然变得

热闹无比，在南广场前，300 多家

用人单位组成壮观的招聘方阵，

一个个大学生穿梭在招聘展位

前，仔细寻找心仪的企业，郑重递

出精心准备的个人简历。

这场人头攒动的“抢人大

战”，是我市人社部门联合高校举

办的一场超大规模的综合类招聘

会。宝鸡文理学院就业中心主任

王小敏说，当天有近万名学子现

场求职、咨询，参会企业共收取了

6000 余份简历，近千名大学生达

成初步意向。

“不到半小时我们就收到了

近 50份简历，涉及一线装备工、行

政和研发岗，这次招聘成效很不

错。”不久前，笔者在宝鸡吉利汽

车专场招聘活动现场采访时，负

责现场招聘的李先生这样说。当

天，共有来自长安大学、陕西机电

职业技术学院等 10 余所高校的

600 多名学生来到现场进行求职

应聘和就业咨询，有 193人初步达

成了就业意向。

校园招聘，无疑是高校毕业

生就业选择的重要渠道。据 2024

届陕西高校毕业生秋季大型校园

招聘会时间安排表显示，从 9月下

旬到 11 月下旬，我省各高校接连

举办各类招聘会百余场，有时一

天就有近十场招聘会同步进行，

我市各大高校也组织了多场招聘

会推进毕业生就业。

笔者在我市各大招聘会现场

采访时发现，一些大型央企、国企

招聘展位前人头攒动，不乏排长

队投简历的场景。热门岗位竞争

激烈，仍有不少毕业生将这些岗

位的工作收入囊中。“我个人倾向

于尽早就业，但一定不要为了就

业而盲目就业，毕竟应届生的第

一份工作是很重要的。”成功获得

上海某科技公司入职资格的应届

生何同学说。

作为供需关系的两端，企业

用工的侧重点和人才缺口也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毕业生的就

业方向。“我是学机械的，虽然

爸妈觉得‘进厂’工作可能不是

那么体面，但我更看重企业的发

展空间和行业前景。”今年 6 月

从西安某高校毕业后，成功入职

宝鸡吉利汽车有限公司的姚同

学说。

令人欣喜的是，据市人社局

就业科相关资料显示，今年以来，

我市就业形势呈现“用工需求旺、

外出返岗早、求职应聘忙”等特

点。在就业选择上，新兴行业和高

科技行业巨大的发展潜力吸引了

许多大学毕业生加入。

“慢就业”
成另一种选择

一张张珍贵的“录用意向

函”，是大学生步入社会的宝贵

入场券。然而，对于一时还拿不

到心仪工作入场券的大学生来

说，考研、“慢就业”似乎成了另

一种选择。

工作一般都能找到，难在找

不到很满意的工作，这是笔者采

访的多名大学生的共同感受。

“我是法学专业的，本科毕业

想找到一份好工作并不容易，所

以家里人也支持我继续读书。”朱

同学今年 6 月从西安理工大学毕

业，在同学们陆续找到合适的岗

位开始工作时，她选择回到家乡

备战考研。在她和家人看来，与其

和数以千万的本科毕业生竞争同

一岗位，不如考研，研究生学历无

疑在找工作上更有优势。

宝鸡文理学院历史与文化旅

游学院的周同学是汉中人，已在

该校求学六载。本科毕业后，为了

找到心仪的工作，他选择读研，明

年面临毕业。“我既不愿去大城

市闯荡，也不想回家乡，希望能

通过人才引进留在宝鸡发展。”

在他看来，虽然“千军万马过独

木桥”的考公路竞争激烈，但研

究生的就业之路也没有大家想

得那么容易，“提升学历的终点还

是找工作，不然‘卷’到博士也是

浪费时间。”

当学历不再是“硬通货”，内

卷白热化和躺平式就业就成为两

个极端，甚至有个别人逃避就业。

2022 年毕业至今未就业的小周坦

言，虽然早晚要迈入职场，但她无

法说服自己从事一些无须学历的

销售、客服岗位工作，“我是想做

一些相对简单的工作，但又放不

下身段。”

今年 5 月，智联招聘发布的

《2023 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

示，2023 届毕业生选择单位就业

的比例从去年的 50.4% 上升到

57.6%，慢就业比例也从去年的

15.9% 上升到 18.9%。

就在近日，一项数据表明，国

考报名人数首次突破 300 万，考研

报名人数却出现连增 8 年后的首

降。这些数据在一定程度上也意

味着毕业生择业观念的转变——

就业并不能与学历直接画等号，

只有正视自己的能力水平，才能

有的放矢，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

岗位。

“近年来，大学生择业心态更

加求稳，所以‘考试热’‘慢就业’

也成为一种现象。”我市某高校从

事就业指导十多年的专业人士分

析。可以看到，一方面高校毕业生

在就业选择上的确宁缺毋滥，表

现出“不将就”的心态；另一方面

在职业规划上，他们的认知与目

标也非常明确。因为无论是考研

还是“慢就业”，其实都是毕业生

为了实现高质量就业作出的不同

选择。

打通毕业生就业
“最后一公里”

对于刚刚走出象牙塔的大学

生而言，就业是另一种形式的“考

试”，它不仅检验高校毕业生的综

合能力水平，也考察他们对社会、

对职业的认知及对个人能力的判

断能力。 

如何助力莘莘学子顺利踏入

职场，我市各界也在通力配合，共

同打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最后

一公里”。 

“就业并非一蹴而就，它是一

个双向选择的系统性过程。”我市

某高校承担大学生就业指导相关

课程的王老师说，“我们在进行人

才培养和职业规划教育时，也希

望同学们能对所要从事的行业或

职业做全方位的了解，实现对口

就业、精准就业。”

要实现精准就业，让供需双

方相互了解是关键。今年 9 月，岐

山县就以“零距离探岗 精准促就

业”的方式，为高校毕业生提供

入企探岗的机会。某高校毕业生

亢甲威表示 ：“零距离感受生产

一线、了解企业用工变化，有助

于我们详细掌握岗位需求，精准

分析自身条件，选择合适的就业

岗位。”

一边是毕业生找工作，一边

是企业缺人才。面对“盼就业”和

“愁招工”的双重难题，近年来，

我市做宽就业渠道、做优精准对

接，连接起招聘者和求职者之间

的“断点”，完成校企“双向奔赴”，

搭建就业平台，实现能就业、好就

业、就好业。 

近一个多月以来，宝鸡市大

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基地在

宝鸡文理学院正式揭牌，宝鸡

职业技术学院首个海外就业订

单班协议正式签约，陕西机电

职业技术学院与宝鸡钛业协会

就校企合作的相关事宜进行洽

谈……访企拓岗、订单就业、校

地合作，都是学校和有关方面共

同推进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要

举措，而这更离不开人社部门的

协调支持。市人社局就业科科长

邓智勋告诉笔者，今年以来，我

市有关部门以高校毕业生等青

年就业为重点，通过与各高校对

接，指导高校充分利用校内校外

平台、资源，开展“一对一”指导

与帮扶等活动，拓宽毕业生的就

业渠道，提供更多优质岗位，助

力高校学子毕业即就业，共同激

活城市发展潜能，高质量答好

“就业”这张民生答卷。 

直播带岗活动

在宝鸡文理学院举行的招聘会现场

用人单位和学生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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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毕业生就业择业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

最近，一项统计数据引起社会热议 ：国考报名人数首次

突破 300 万，而考研报名人数却出现连增 8 年后的首次

下降。

大学生就业心态如何？怎样助力莘莘学子顺利踏

入职场？笔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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