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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姝婷是 2020届东华大学纺织学院的硕

士毕业生。她在家乡找到了一份称心的工作，入
职内蒙古航天红岗机械有限公司。“我就想为家

乡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从一点一滴做起，发
挥自己所学，做一颗中国航天事业的螺丝钉。”

她说。
“小纤维，大学问。”在校期间，黄姝婷对于

自己的专业从热爱到钻研，并且在科研上投入
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读研期间就在《纺织研

究》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这个充满活

力的小姑娘不断尝试着校内外的各种实践机
会。成绩优秀的黄姝婷原本在上海就可以轻松

就业，但她说：“家乡的生活相比上海也许略显
单调，物质生活水平也没那么高，可是我觉得最

重要的是增添了幸福指数。每天能听到很亲切
的乡音，家乡也很需要广大的学子学成归来建

设家园。现在我能够被公司录用、被家乡需要，

还能陪在父母身边孝敬他们，给我带来的成就

感、获得感是用物质条件换不来的。”
黄姝婷说：“我上大学时就对国家的航天工

程非常感兴趣，每次从新闻上看到中国的航天
成就，自豪感就会油然而生。从解决老百姓‘穿

衣难’的民生难题，到服务航天员服装的设计研
发，在实现纺织强国梦的道路上，一直有着我们

东华大学研究人员不断奋斗的身影。我选择这

个岗位，因为自己从事的复合材料研究与国家
大战略、企业未来发展定位是相一致，自己的毕

业课题做的也是材料研发的相关研究，应该说
就业的专业匹配度比较高。”

回顾之前申请、面试的求职路，黄姝婷表
示，就业择业时期的迷茫、艰难与喜悦已然成为

过往的风景，毕业生求职必须确立目标、提早规
划，调整心态、把握机会。唯有脚踏实地，才能仰

望星空。

日前，人社部、财政
部印发《关于做好 2020
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
扶”计划实施工作的通
知》，今年全国拟选拔招
募 3.2 万名高校毕业生
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
(水利)、支医、扶贫等相
关领域服务。

事实上，早在这份通
知发出之前，已经有不少
应届毕业生打起背包，把
就业岗位投向了广阔的
西部地区、乡村田野和基
层一线。选择“孔雀向西
飞”的毕业生，是在用行
动诠释“好儿女志在四
方”的人生境界，也为今
年“最难”就业季广开就
业门路提供了新的思路
和成功范例。

    都说今年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上加难”，难

道如今中国的大学生过剩了？复旦大学教授彭
希哲认为，中国高学历人口比例与发达国家相

比仍有很大差距。事实上，当下的就业难，难在
结构性不平衡———基层岗位不少，却难以吸引

求职者；众多毕业生扎堆大城市，造成人才资源
的浪费。

华东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2020

届本科毕业生邓宇啸来自新疆，他的签约单位
是位于四川成都的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

司西南分公司。小伙子说，由于专业的关系，原

本自己想在一线城市的国企工作，面对异常严
峻的就业形势，最后，他在成都落户。“西部城市
成都的生活很舒服，也有很多发展机会。”邓宇

啸谈及自己的求职历程，颇为感触。
在同济大学，“扬帆成长营”“岗前训练营”

等专题生涯辅导活动，给予赴西部、基层、重点
领域就业的毕业生很多具体的帮助，引导他们

树立“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择业观。同济

大学学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方雅静说，虽然北

上广深等大城市就业机会多元、薪酬起点较高、
职业转换灵活，但是，在这些人才集聚效应明显

的地区也存在着竞争过于激烈、人力资源“高消
费”、个人生活成本昂贵等问题。而正在兴起的

“新一线”城市和广大中西部地区，在吸引人才
方面出台了大量激励政策，众多的就业岗位为

广大青年施展才华、干事创业提供了广阔舞台。

去西部、赴乡村、下基层，传统的视角总是
“吃苦”“奉献”“热情”。然而，热情不能维系一

生。现在亟需的是要能够给予大学生下基层、赴
西部更多的吸引力，为他们提供更大的发展空

间，让他们在普通的岗位上也能实现劳动致富
的梦想。

同样，推动新型就业方式，促进在线新经济
释放更多就业岗位，鼓励大学毕业生去中西部

地区、贫困地区锻炼成长，这都需要政策红利的
及时释放，以及企业和社会持续性保障措施的

到位。 本报记者 王蔚 张炯强

他们选择去西部、回家乡、到最艰苦的地方寻找事业发展的机会

“孔雀向西飞”让就业之路越走越宽

为更好地发挥高校毕业生基层服务项目示

范引领作用，引导和鼓励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
工作，日前人社部、财政部印发《关于做好 2020

年高校毕业生 “三支一扶” 计划实施工作的通
知》， 明确全国拟选拔招募 3.2万名高校毕业生

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水利）、支医、扶贫等相关
领域服务，较 2019年增加 5000名。

中央财政补助名额将进一步向贫困地区、革

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倾斜，对“三区三
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实行招募计划单列，52个未

脱贫县招募需求全部纳入中央财政补助名额，加
大对湖北等受疫情影响较大的省份支持力度，扩

大支医服务岗位招募规模。

通知特别提到，要对深度贫困县等脱贫攻坚

任务重的地区增加招募计划，提高扶贫服务人员
招募比例；对基层公共卫生服务基础相对薄弱地

区，加大支医服务人员选派力度；对招人难、留人
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提高本地户籍高校毕

业生招募比例； 优先招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零
就业家庭的高校毕业生。

待遇保障方面，按规定按月足额发放工作生

活补贴，全面落实社会保险、一次性安家费等政
策，符合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条件的按规定享

受临时性工作补助，加强对在艰苦边远地区扶贫
一线人员的人文关怀和健康安全保障措施。

本报记者 易蓉

毕业生扎堆大城市造成人才资源浪费

“吃苦”“奉献”
更需政策红利关爱    潜心科研，矢志报国。2020 届上海市高校

0000001号就业协议签约者，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
力工程学院博士毕业生高娇，选择青春与祖国同行，

通过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面试，将在“两弹一星”
元勋于敏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中国工程物理研究

院核物理和化学研究所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成为一
名国防事业建设者。

高娇是 2020届上海市优秀毕业生，也是 2019年

交大“学术之星”，她曾捧得第十五届“挑战杯”特等奖
的奖杯，是一位优秀的科创型“学霸”。但是，刚刚以硕

博连读生的身份进入交大求学时，她也有过担忧和忐
忑：“刚入学时，我对自己并没有什么信心，我会觉得

那些在高考中取胜的同学们一定比我优秀。第一次参
加课题组的会，完全听不懂导师和师兄师姐们讨论的

内容。那段时间，我对自己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和科研

工作充满了担忧。”
高娇说，交大是一个理想的学术天地———不论是

知识渊博的师长还是各种奖项拿到手软的同学，都给
了她学术上的帮助与启发。她参加“挑战杯”大赛，起

初抱着“学习”与“锻炼”的态度，结果却十分顺利，这
让她逐渐找到了信心。回忆起当初参加“挑战杯”的时

光，她直言抗压能力、表达能力都得到了极大提升。最

终，他们组的成果获得了第十五届“挑战杯”能源化工
组特等奖。除此之外，她收获的还有 2018年“创青春”

全国银奖、第十届“节能减排”大赛全国特等奖、第四
届“钱学森”杯特等奖等荣誉。

设计搭建试验台、做实验、写论文⋯⋯高娇不断
摸索、积累。“第一个试验台是在苏州的一家工厂加工

的，刚开始跟着师兄师姐一起还挺开心，有不懂的地

方也可以及时向他们请教，到后来，师兄要忙毕业论
文，师姐的试验台也加工完成了，我就只能一个人在

苏州做实验。”她说，那时试验台出现了故障，自己又
拧不动阀门或螺丝，就向车间的师傅们求助，到第二

个试验台的设计、加工以及调试时，就完全由她自己
独立负责并完成了。她先后发表了 10篇 SCI论文，其

中 5篇为第一作者。针对所研制的新型多卤化物复合

吸附剂和尾气余热驱动的制冷系统，是她以第一发明
人的身份申请了 4项国家发明专利。此外，她还参加

了多次国际和国内的学术会议，两次获最高奖。
临近毕业，面对众多选择，高娇有自己的决定。她

说：“一棵大树俯身而卧的地方，正在长出一片森林，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希望自己能够为这片森林增添

一份绿。”在国防科技招聘会上，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宣传册上“铸国防基石，做民族脊梁”几个字突然触动

了她，“无论是从工作性质还是工作地点，都是我理想
的选择，我想这也是我作为学校的学生党员标兵，作

为交大学子的选择。”

    他从小在地里种百草，由此埋下中草药之“根”；

为了学以致用更好地发展中药学，他选择重回西部，
愿意为建设家乡出一份力。“中药”始终是成长路上的

关键词，上海中医药大学中药学博士毕业生张东东在
这个特殊的毕业季找到了下一个起点———毕业后，他

将成为西部大学的一名讲师，加盟陕西中医药大学，
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张东东老家在陕西商洛农村，从小家里的地里就

种有丹参、桔梗、板蓝根、黄芩等药用植物，在这些“花
花草草”中长大，这个男孩熟悉了不少中草药，心里也

种下中药梦想。高考时，陕西中医药大学中药学专业

也自然成了他的志愿。从本科读到硕士，张东东毕业
就签下陕西省商洛市中心医院，可他发现，所学专业

在中心医院的作用不大，继续深造继续做研究的愿望
越来越强烈。

放弃了医院的工作，没有经济收入，张东东有很
大的压力。足足准备了一年，他才来沪考上上海中医

药大学的博士。正因为如此，张东东特别珍惜得来不

易的求学机会。读博士期间，他积极参与了上海中医
药大学中药学院科研团队《中医药-板蓝根药材》国际

标准指定工作，经过上百次试验，才最终得到一条稳

定性好、产率也高的制备工艺路径，为获取高纯度的
对照品提供了保障，也为持续研究板蓝根的质量标准

打下了坚实基础；他还担负起板蓝根的化学成分及其
活性标志物发现等研究任务，共从板蓝根中得到了近

150种化合物；他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9篇，其中 SCI

论文 8篇，并获得多项市级和校级荣誉。在中医药大

学的校园生活中，张东东是课题组里的大师兄，也是

学院研究生第二党支部的成员，总是乐于解答师弟师
妹们遇到的困惑。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医药再次发挥重要
作用，促使张东东坚持专业，服务西部、建设家乡。“中

医药事业的兴衰取决于中医药人才培养，希望学弟学
妹们能继承好中医药优秀‘基因’，让好‘种子’播遍大

地。”他说。

    “新疆是个好地方，我选择回家。”华东理工大学化

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2020届博士毕业生李萌，她选择毕
业后回到家乡，最终与新疆石河子大学“牵手”。李萌有

着对教学和科研最纯粹的爱。读博期间的一些经历也让
她坚定了当一名高校教师的选择。李萌表示，作为土生

土长的兵团人，自己一直都有为家乡服务的愿望，而

重温轰轰烈烈的“西迁”往事，为老一辈教育家身上的
坚毅和执着所打动，更让自己坚定了回乡的决心。

人生只有一次，青春却可以永恒绽放。“我愿意像
那些前辈一样，扎根在西北大地，为一事，尽一生。在

教育这片沃土上，我会用热爱与担当，努力帮助更多

学生实现梦想。”李萌希望，今后有越来越多的学弟学
妹抓住时代机遇，将个人命运融入国家与民族发展，

练就过硬本领，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
对于沪上学子纷纷“孔雀向西飞”，华东理工大学

学工部副部长、学生就业指导与服务中心主任郑东认
为，鼓励高校优秀毕业生到基层锻炼，是助力青年人

成长的重要途径，也是高校服务社会的重要使命。面

对就业难，高校应注重培养学生志在四方的就业观
念，在服务国家战略发展中提升就业能力。

    田慧，上海理工大学 2016级医疗器械与食

品学院医学影像技术专业学生，来自新疆克拉
玛依市独山子区，在同学们都为毕业而忙碌的

时候，她却在等待着启程支援西部，为祖国最需
要的地方提供志愿服务。

“参与西部计划”这个想法在田慧心里萌

芽，是 2019年参与了一场难忘的毕业典礼。当
时，上理工校长深情寄语毕业生并且特别提

到了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的游国鹏。当听到
游国鹏放弃了读研的机会、回绝了多家公司

的橄榄枝、毅然选择作为西部志愿者支援西
藏，并最后决定长期留藏的故事，田慧心中仿

佛被什么触动了一下，也许，是那早已种下的种

子悄悄醒了。
“因为我自己家就是西部的，所以对‘西部’

这个词，西部那些事儿都会比较‘敏感’”，那是田
慧第一次听说西部计划：“当时我就觉得游国鹏

学长很了不起，能将自己的一生奉献到祖国最需
要的地方去，然后我就开始关注西部计划了。”

在进一步了解后，田慧更加坚定了参与西

部计划的念头：“这真的是一个能为家乡贡献力
量的好机会，毕竟西部的部分地区和上海这样

的一线城市，在很多方面还是有较大差异的，虽
然我的同学大部分都选择考研或者在外地工

作，但我觉得能借这个机会作为西部志愿者回
到新疆，为家乡做点什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情。”多次获得学校学习优秀奖学金，不断参与

科研项目，还发表多篇学术论文⋯⋯这些优异
成绩的取得，也为田慧当选为西部计划志愿者

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她计划到了西部后要多多学习，锻炼自己各

方面的能力，在基层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作为
一名医学影像技术的学生，她也想更多地关注西

部的医疗和民生。她说：“毕竟西部的医资力量还
是很匮乏，并且医疗设备也没有那么先进，但是

都在慢慢发展，我想去关注一下西部医疗条件最
差的地方在哪里，希望当地的人们都能够享受到

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

本报记者 张炯强 易蓉 王蔚

毕业生“三支一扶”

足额发放生活补贴

相关政策

满满幸福感
她要做航天事业的螺丝钉

毕业生

▲

上海交通大学 高娇
▲ 东华大学 黄姝婷

▲ 上海理工大学 田慧

▲ 上海中医药大学 张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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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家乡
她希望带去先进医疗技术

矢志报国
她决定将青春奉献给国防

坚持专业
他重回西部播撒中医药“种子”

扎根西北
她愿助力更多学生圆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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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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