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在图书馆复习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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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湖州籍大学生柳恺收到了入职一家财会公司的消息。今年，她经历了太多第

一次：在车间做技工，在便利店打工……“求职时，想着要么专业对口，要么兴趣对

口。后来发现这家公司的工作内容和我大学参加社团的经历相关，那就去试试。”她说。

来自安徽的许雯在湖州师范学院毕业后，和几名大学同学一同进入湖州一家新能

源企业，选择留在了这座城市。

今年6月，又一批大学生走出校门，迈向社会的职场大门。数据显示，今年全国高

校应届毕业生总人数约1076万人。受疫情持续等综合性因素影响，今年毕业生就业之

路格外曲折。2022届高校毕业生是首批走入社会的“00后”大学生。他们如何看待人

生第一次求职？期间面临了什么样的难题？做出了什么样的抉择？不妨跟着记者，去

探访他们如何寻找适合自己的就业之路。

就业意愿有所改变２
“整体感觉，这几年毕业生的就业意愿没有那

么强烈了。慢就业现象比较盛行。”交通银行信用
卡中心湖州分中心直销主任颜明坤从事招聘多
年，他说出了自己的感受。记者采访发现，有这
样感触的招聘主管，不在少数。

慢就业的背后，是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了继
续深造。湖州师范学院招生就业处的一位老师明显
感受到，今年学校里准备考研和考公的学生越来越
多。“一方面，是学生的家里人倾向于孩子的工作环
境稳定；另一方面，学历提升成为很多人的共识。”

环境设计专业毕业的吴欣哲，就是考研大军
里的一员。第一次考研，她的分数差了几分，在
家人的支持下，她放弃找工作再试一次。“不急着
找工作，安心脱产再考一次，我觉得是值得的。
我想考上研究生之后，去学校当设计老师。”不一
样的是，坚定了未来规划后，她把报考专业从环
境设计换成符合设计老师招聘的设计学专业。

除了考研，考公和考编的热度居高不下。“家

里人想让我找编制单位，我自己也想今年先在家
准备考试。虽然竞争激烈，但还是能考的都去考
一下试试。”在舟山读大学的陈涛回到老家湖州，
正在家里准备考公。当下，他尝试找一份相对清
闲的工作过渡下。

“看到身边的同学去考研，我也跟着去考了。
后来内心越来越不笃定。”孙洁晨说。那段时间，
同学在忙着秋招或是备考，自己却迷茫了一个
月。“跟着大队伍去考公、考研的毕业生不在少
数。毕业生得明确自身的职业规划，有的学生因
恐惧与害怕找工作，选择了考公和考研，不是从
自身角度考虑。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逃避现实的
一种体现。”湖州一名大学老师说。

以前，大家很看重应届毕业生的身份，如
今，先尝试学习再选择就业的模式渐趋普遍。22
岁的焦峥嵘也是这么想的。刚参加专升本考试的
她，由于对录取学校不满意，收拾心情决定出门
找一份与就读电子商务专业相关的工作。

求职招聘频出新招

就业选择趋向多元３
从智联招聘针对返乡就业发起的调查发现，职

场人对回乡就业的认识偏理性，近90%的调查参与
者并不认为年轻人回老家是“没出息”。

今年春季，正当同学们在上海找工作时，李正
选择回到老家湖州，成为某银行的一名客户经理。
大学期间，李正在杭州与上海成立了工作室，运营
得还不错。但如今，从上海到湖州，从学摄影到金
融行业，李正觉得，这都是当下他认真考虑做出的
决定：“上海落户比较难，湖州对大学生的政策吸引
力大，再加上信贷行业能了解到各行各业的发展，
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先就业再择业，成为很多“00后”毕业生的共
识。“现在的毕业生，对于第一份工作不那么有执念
了，不当作长期从事的工作，更多时候定义为一个
学习的平台。”浙江比洛德新能源有限公司人力资源
部经理张瑜说。

毕业前，就读历史学专业的梁露丹顺利入职浙
江湖州旭雨服饰有限公司当网络主播。她介绍，大
二因做兼职模特，跟着当时的服饰公司一起转型，
从零开始做网络主播。两年来，她对网络主播已熟
能生巧，毕业后自然选择继续做她喜欢的主播工作。

“之前觉得当网络主播挺好的，做了两三年后看
到直播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短期收入上是比较可观
的，每个月有上万元的收入。但长期而言，网络主播
过渡几年后，我会选择去当一名历史老师。”她说。

由南风窗传媒智库和盐财经共同打造的《2022
中国城市引力指数报告》发布，该报告用公共服
务、宜居水平、消费活力、对高端人才吸引力、文
化魅力和人口向心力等6个指标，测算一座城市对
人才的吸引力。湖州位居中国城市引力榜第28位，
排在杭州、宁波、嘉兴之后的浙江第四个城市。

“湖州的创业环境比较好，是一座正在发力的城
市，对大学生也很友好。”内蒙古人聂伟冰毕业后，
选择了继续留在湖州创业。用他的话说，大学里捣

鼓过各类小创业，后来从教培机构转型到电商直播
行业，如今带着30多名员工在创业。创业期间，一
直得到学校老师的支持，并陆续地把合适的资源介
绍给他。

最让记者印象深刻的是，“00后”毕业生袁建
波在宁波一大学毕业后，回湖州就业。正是前期坎
坷的求职经历，让他和朋友萌生了创建求职的公众
号，发布一些求职信息。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场
招聘会的入口处，他正在宣传求职公众号。“也没想
那么多，只是希望在大家顺利找到工作的路上尽一
份力。”他说。

今年春节后，孙洁晨第一次来湖州，是到
天能新能源（湖州）有限公司入职报到。她生
在安徽阜阳、学在安徽合肥。“因受疫情影响，
除了部分线下面试，大部分都是线上完成的，
包括天能公司的面试。决定来湖州时，家里人
还在担心靠不靠谱。”她告诉记者。

线上面试，成了今年大部分应届毕业生的
经历之一。徐琴觉得，这很便利，她借助线上
面试通过了湖北一所学校辅导员的招聘考试。

“当我人在湖北培训时，我发现工作内容与预想
不太一致时，就又通过线上面试了湖州一家研
究院，最终决定留在湖州。”

受疫情的影响，毕业生愁，企业也忧。
“像我们企业，以前专业对口的毕业生大多集
中在北方的高校。今年没办法出去招聘，在本
地的一些高校开展了线下招聘会，其余只能靠
网络招聘。”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招聘主管胡力强介绍，今年他们调整招聘措
施，缩减校招人数，增加社招比例，并集中在
南方地区招聘。

“感觉今年企业招聘需求也不大，找工作也
没有那么顺利了。”毕业生陈辉感叹。毕业季
前，湖州本地高校早已为毕业生开启各类求职
通道。“我们组织招聘会、线上发布招聘信息，
和毕业生保持联系，提供求职的建议。不少毕
业生去了大东吴和吉利等大公司就业。”湖州一
高校就业处相关负责人介绍。

我市赴外人才招引活动也因疫情被迫按下
暂停键。“我们与湖州重点企业、市外高校携手
创新打造‘线下网络直聘’模式，即高校线下
实体设展、企业线上视频面试，实现同时段、不
同空间的‘面对面’人才招聘会场景。”市人力
社保局就业促进与失业保险处相关负责人说，自
今年3月底启动“云端”引才活动以来，全市已
累计与湖南师范大学、河南科技大学等32所高
校展开合作，参与的企业收到简历1万多份。

最近，毕业于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技
术的沈洪仁，获得了“大东吴奖学金”二等奖
2500元，成为同批进入大东吴集团的实习生中的佼
佼者。

他告诉记者：“我们寝室四个人，前期都给大东
吴投了简历，其中一名室友没通过实习期，剩下我
们三人都成功入职了。”没多久，一名室友从大东吴
辞职，去上海工地上干了一段时间的施工员，如今
回老家嘉兴去了。

同样的工作，有人干不下去，有人得到嘉奖。
沈洪仁说：“师父认真教，我就认真学。不论什么工
作，马马虎虎总是干不好的。”

浙江大东吴集团有限公司招聘主管沈杨杨介
绍，大东吴集团作为湖州的大型企业之一，每年光
招聘应届毕业生就超过300人。“我们和湖州本地的
大学、嘉兴学院和华东交大等高校有校企合作，招人
相对没有那么难。今年招了200多名应届毕业生。”

比起招人，把毕业生留下来更难。湖州一些传
统制造企业的招聘主管反映，很多毕业生考虑到自
身的发展，或是异地过来的大学生，工作两三年后
会选择回老家工作。再加上工厂、车间的环境相对
没有那么好，不少毕业生抗压能力不强，觉得下基
层锻炼苦。

今年是浙江大东吴集团有限公司与湖州职业技
术学院成立“大东吴班”的第四年，“订单式”为企
业培养学生，为就业表现优异的学生发放奖学金。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外地来的毕业生
提供宿舍，在湖州的大学生就业政策基础上再提供
补贴，让毕业生安心留湖工作。越来越多的湖州企
业采用提供补贴、保障生活服务、加大年轻干部培
养等方式鼓励大学生留湖工作。

为了让更多大学生留下来，我市一系列惠及广
大毕业生的政策迭代落地，先后出台了“湖九条”

“湖十条”“人才新政4.0版”等重磅政策，每年设立
10亿元专项资金。“对来湖就业创业的高校毕业
生，我们给予实习、应聘、就业、创业、租房（生
活）、购房、安家等系列政策扶持，资助各类人才在
湖更好地就业创业。” 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说。

在近期发布的助企纾困稳就业16条政策中，专
门提及今年来湖就业创业的青年大学，免除在湖因
疫情隔离费用，并为今年到湖工作的应届毕业生给
予一次性应聘补贴。“湖州处在长三角地区，交通方
便。”“这里公司提供宿舍，回家也有直达的高铁。”

“湖州的政策给力，我觉得在这家企业能学到挺多东
西的。”……今年以来，已有超4万名大学生来湖工
作、生活。

政策扶持鼓励留湖４

跨出校门，他们如何走向职场
——2022年首批“00后”毕业生就业调查

毕业生在线下招聘会上求职

毕业生家长浏览招聘信息

正在直播带货的“00后”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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