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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勇是天津人，然而对他来说，临港早已

成为了“第二家乡”。拼搏奋斗 15年，他亲身
参与、见证临港从滩涂水域到现代新城的蜕

变。在这里，王勇完成学术的储备、有了个情
感的归属、明确事业的方向，演绎出人生的

“幸福三重奏”。

工作在临港干劲十足
2004 年，上海海事大学组织学生参观

新校区时，王勇就曾来过临港。那时，这片
位于东海之滨的滩涂荒地还处于“半夜海

潮入耳鸣，日照海鸥追帆行”的“原始状
态”。这片陌生的土地过于安静甚至有些荒
凉，用王勇的原话表述，“荒得连棵草都没

有，一眼望到天际线都是泥地。”那时，这位

即将跨出大学校门的小伙不会想到，自己
将扎根于此，结婚、买房、生子、工作，成为

一位“临港人”。
见到王勇是在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的

办公室里，他正和同事讨论产业项目的推进
事宜。自临港新片区揭牌以来，工作节奏加快

了，他加班加点成为了常态。“临港新片区的定
位是特殊经济功能区，要对标国际上公认的竞

争力最强的自由贸易区。蓝图已绘就，接下来

就需要依靠开发建设者们的努力。”虽然连轴

转的状态使得身体有些疲惫，但王勇心里觉得
很高兴：“一生之中能有机会，参与上海自贸区

临港新片区的建设，我觉得非常荣幸。”
11月 18日，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完成机构

设置的调整和人事变动，王勇被调往临港新
片区企业服务局，在新岗位开启新征程。他

说，临港有种特殊的气质，让身在其中的人会

产生一种使命感，想要见证它的发展，参与它
的建设。“有次去市中心开会到很晚，还需要

紧急赶回临港加班，的士司机把我送到后问，
你们怎么这么忙呀？我笑了笑回答，新片区开

始就是决战，起跑就是冲刺，作为‘店小二’可
不就得忙嘛！”

生活在临港舒适惬意
王勇住的地方离单位不远，开车 10分钟

就可到达。2009年，他太太作为中国航海博物

馆的工作人员，申请到了首批双定双限房。夫
妻俩结束了两地奔波的生活，把家安在了临

港。“入住宜浩家园时，整栋楼里就我们一户人
家，晚上回来的时候还有点害怕，当时就想着，

什么时候这个地方能够万家灯火就好了。”

如今，王勇的希望成真了，临港的人气越
来越旺，不仅小区里的停车位停满了，每逢节

假日，去附近的港城新天地吃饭时，餐厅还需
要排队。“临港正变得越来越好。以前从市中

心赶来上班要倒两个多小时的龙港快线，现

在有了轨道交通 16号线，运能逐步提升、时

间逐渐缩短。两港大道还在进行快速化改造，
S2辅道的建设也在推进中，交通越来越便利，

过来方便多了。”
2014年，王勇的女儿出生了，小家伙的到

来让生活变得更忙碌、也更幸福。“我家宝宝
是个‘临二代’，现在就读于冰厂田滴水湖幼

儿园，和家只隔一条马路。”工作之余，王勇就

带着女儿到上海海事大学的图书馆看书，乏
了就去滴水湖边散步。他说，在临港养娃最大

的好处，就是这里的 PM2.5常年维持在 25左
右，晴天还会拥有专属的“临港蓝”。

成为临港人倍感荣幸
刚来时，王勇也曾有过搬回市区的念头，

但在临港呆久了，便不由自主地会对这片土地

产生一种眷恋和寄托。现在他逢人就介绍生活
在临港的好处，“晨起跑步时呼吸着新鲜空气，

你会爱上生态宜居的临港；和家人漫步在滴水
湖畔，你会爱上舒适惬意的临港；分秒必争地

加班工作时，你会爱上

奋力拼搏的临港⋯⋯”

爱上临港的理由
实在太多。王勇感慨，

“未来已来，临港可期，
拭目以待吧。”

本报驻临港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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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他在这里安家立业，临港旺了，他也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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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天去采访上海市欧美同学

会一年一度的“海归职通车”招聘会，

前所未见的火爆程度令我大吃一惊。

今年已是我第 10 次“上车”，但求职
者从三楼会场一直排到底楼大门外

的情况却还是头一次看见。 当然，海
归数量增加是主要原因，但同时是否

也是一个信号：“海龟”们“上岸”变得

更困难了？

场内的采访佐证了我的担心。多年

负责“职通车”的欧美同学会资深海归
周先生，他本人也是位资深 HR（人力

资源），他向我证实说，海归们回国就业
的红利正在逐渐衰退，曾经以语言优势

碾压“土鳖”的他们，如今很有可能会在
PK中处于下风。 如果他们还想单纯靠

着留学这层镀金的经历躺赢，那么会有
很大的几率变成“海带”。

海归就业的红利衰减， 还与留学
专业扎堆有关。 与上世纪几次留学潮

不同，如今的留学生更热衷读商科，留学背景同
质化愈发严重。 而且，因为商科比较容易兴办，

且在留学产业中属于热得烫手的“产品”，海外
高校纷纷创办商科。

就拿一家以医学院笑傲全球的美国名校来
说，2017年， 竟也拿到国际高等商学院协会认

证，把商学院的生意经做得红红火火。校方数据
显示，2018秋季招收 507位学生，97%是国际学

生， 中国留学生自己统计的数字更惊人———中
国人占 8成！ 以至于在百度上输入这家商学院

的名字，就会跳出一连串“某商学院很水吗”“真
的水吗”“到底有多水”之类的搜索结果，连累这

所一直很牛的大学也变成了“水牛”。

此外，会上多名 HR 告诉我，人们以前常
说大学生眼高手低，其实，发生在海归身上的比

例更高。 这一方面是因为海归在正式踏入职场
前，由于山高水远的地域原因，往往缺少实习经

验，不了解职场；另一方面也与海归的家庭条件
大多优渥， 使得他们对工作岗位存在更明显的

“挑挑拣拣等等看”心态有关，对于一些初创型
企业，往往不屑一顾。

所以，海归要想顺利“上岸”，还得练好内
功，调整心态。 最后，还是建议有留学意向的家

庭多看看未来的风口，多接接职场的地气，更要
慎选专业！

上马 3.8万名参赛者，“方便”问题如何解决？ 谜底在厕博会上揭晓———

移动式厕所“身材”小巧易拆装

    浦东沪南路御桥段近日竖起了一道“幸

福墙”。在这面长 230米的围墙上，用大面积
高饱和色块绘制了 100幅生动的人像彩绘，

扫码每张表情的下方二维码，就能浏览每个

表情背后的人生故事。这些人中有照顾病妻

的高级小提琴师，有多年守护“星星的孩子”

的教师，也有让历史文化焕发光辉的创业追
梦人⋯⋯他们或遭遇生活的挫折，或面对人

生的重压，但一直坚持砥砺前行。

杨建正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 者 马
丹）告别冷

空气，今天
起上海气温

缓缓“爬升”，从昨天的不到

13℃升至今天的 16℃左右，
预计双休日最高气温将攀

升至 23℃。据上海中心气
象台预报，今天夜里到周四

上午，受高空槽影响，本市
云系增多，双休日受海上倒

槽的影响，天气转为多云到

阴有短时小雨。

不过，气象专家提醒说，千万别

对冷空气掉以轻心，这几日的回暖只
不过是“障眼法”，为下一场气温“跳

水”积蓄能量。据预报，24日夜里至
25日，本市又将迎来一次冷空气过

程，届时最高温度又将降至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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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表情墙”讲述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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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随笔

    上周日，一年一度的“上马”顺利举行。

你有没有想过，3.8万名参赛者和数以千计
志愿者的如厕问题，是如何解决的？昨天是

“世界厕所日”，第五届中国厕所革命创新
博览会在光大会展中心举行，“上马”同款

厕所引发关注。此外，节水厕所、供暖厕所
等新技术、新产品的亮相，也为城市“厕所

革命”提供了思路。

移动厕所像“拼积木”

在博览会现场，记者看到，与“上马”同
款的移动式厕所选用智慧型感应式节水冲

厕技术，排污则使用直排水冲洗、微生物降
解等方式。小巧玲珑的“身材”适合人口密

集场所，而“搭积木”式的拆装模式又能实
现快速安装和撤离。联嘉集盛公司总经理

梁明表示，这种移动公厕最大亮点在于预

制装配率达 75%以上，最长可做到 24米不
设梁。除上马外，这种厕所还在进博会、杨

浦滨江、徐汇滨江等多处使用。

移动式厕所搭建究竟有多快？梁明说，

此次上马期间，在起跑点外滩金牛广场、南
京东路等处共布点了 26台 6厕位、4台 17

厕位，比赛沿途还有许多台单厕位的移动厕
所，厕位总数达 900个。开跑前夜，由于起跑

点外滩的条件限制，安装人员直至深夜 23

时才获准进场布点，凌晨 4时前，就将厕所

全部安装完毕。第二天早上 7时发枪，9时

许厕位已全部撤离。厕所被拖至中转场所
后，中午 11时许已与环卫系统完成对接，最

后的 10%未分解排泄物也处理干净了。

节水厕所不用水冲
科技创新、节水节能，是本次厕博会展品

的一大特色。在众信嘉华展位上，一款不需水

冲的 ECO污水环保厕所受到关注。记者看
到，坐便器并不用接通上下水，只放入了垫料

和菌种，3-5小时就可以将排泄物分解，而负
压则能将异味抽入箱体。“家中不需要的锯

末、木屑都可以作为垫料，菌种一年加一次即

可，每年使用成本约为 200元。”公司副总裁

张孙林表示，经测算，这种环保厕所每年可节
水约 40吨。目前全国已安装使用 1.2万台，

尤其适合农村旱厕改造，雄安、张家口、秦皇
岛等地公厕均有使用。

发热板就像装饰画
不仅整体厕所技术有创新，厕所内部产

品、材料也更精细化、人性化。厕博会上，一

款能供暖的厕所令人称奇。更有趣的是，“热
源”还能设计成漂亮的招贴画，为厕所增添

亮色。在绿能嘉业展位，采用石墨烯水性碳
纳米发热材料制作的远红外发热板，可以安

装在墙壁、顶棚、门板上方等位置，板上还能

绘上图案。室温可由使用者设定，低于设定
值发热板会自动启动，1分钟就能升温。而

在耗电量方面，发热板约为空调的 1/4。这种
供暖厕所在北京、天津、河北、河南、青海等

省市较受欢迎，目前已累计完成公厕采暖改

造约 2000座。 本报记者 金旻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