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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之下，沪上各高校刚刚完

成艰难的 2020届毕业生就业工作，
马上迎来 2021届毕业生就业。经历

了特殊的疫情就业季洗礼，新一届
毕业生求职心态如何？就业市场状

况又如何？记者走访多场高校招聘
会及几位高校就业中心负责人获

悉，相较上一届毕业生，2021届毕

业生普遍感觉就业压力更大。部分

知名院校，有六七成本科毕业生选

择考研，“躲就业”“缓就业”学生呈
现继续增多的趋势。

毕业生求稳心态加重

华东理工大学连续举办两场
2021届毕业生校园综合招聘会，宝

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上海医药集
团等大型国企带来了近 3000个工

作岗位。记者在现场发现，与往年有
所不同，国企、事业单位的求职热度

迅速上升。华理化工学院的小张同
学表示，“看到疫情期间许多外

企、民企裁员，更希望找一份稳定
安全的工作。”还有更多同学考虑

更“安全”的“求职方式”——考研。
华理药学院的小曾认为：“与其今年

明年找不到称心的工作，不如考个
研，再在校园里躲几年，等待最佳的

就业时机。”

上周末，本市某名校举办 2021

届毕业生秋季综合类招聘会。中国

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上海

集成电路研发中心有限公司、湖州
市教育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五

十五研究所等 151 家用人单位参
会，吸引了 2000多名应届毕业生

参加。现场，文献信息研究中心硕
士毕业生杨雅茹正准备将简历投

递给湖州市教育局。当被问到求职

意向时，她谈道：“此次秋招会我
主要关注基层和事业单位的工作

机会。”

非岗位少而是“心态难”

不少 2021届毕业生对求职前
景并不乐观，求稳心态加重。对此，

华东理工大学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中
心主任郑东分析认为，相比师兄师

姐，2021届毕业生就业环境依然严
峻。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在疫情常态

化防控条件下，2021届毕业生难以
寻找合适的实习机会。而现在的用

人单位，越来越看重学生的实际能

力，学历及培训证书则放在其次。郑

东表示。“今后，如果一个学生一直
呆在校园不与社会接触，不具备实

习经历，缺乏工作经验，势必在就业
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对于“躲就业”“缓就业”者趋多
的现象，郑东表示出担忧。他介绍，

以华东理工为例，每年招收的研究

生占本校本科毕业生比例约为
20%，如果考研的本科生比例达到

六七成之多，意味着多数本科毕业
生实现不了完美的“缓就业”愿望。

而一旦考研失利，毕业生就业压力
倍增。

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面临国际经济发展环境变化和国内

经济同时转型的大背景。尤其是上
海相关领域，如制造业、房地产业等

高校毕业生就业用人需求出现下降
趋势，为高校毕业生就业增添了不

确定因素。与此同时，随着当前毕业
生主体转向“95后”，就业观念发生

了明显变化，就业期望由以前的“能

就业”全面转向了“好就业”，就业观

念、就业选择、就业方式更加多元多
样，“好就业”“隐性就业”“不就业”

“慢就业”等群体正在不断壮大。值
得注意的是，疫情当下，毕业后不急

于就业的、考研考公务员失利后再
次报考的学生迅速扩大。

对此，郑东表示，不主张 2021

届毕业生“躲就业”“缓就业”。一来，
所谓的“躲就业”就是与社会脱节，

想躲在象牙塔里的学生可能永远找
不到理想的工作；二来，经济社会的

发展、经济结构的转型，需要大量高
校优秀人才的参与。郑东说：“希望

每个 2021届毕业生抱着积极的心
态就业，多出去走一走，多动一动

手，就会发现，自己离一份工作并不
遥远。”从沪上各高校的实际情况

看，所谓大学生就业难，并非难在缺
少就业岗位，而是“心态难”。只要毕

业生调整心态，放低姿态，还是能够
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

本报记者 张炯强

    本报讯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昨天下午与
浙江省台州市委书记李跃旗，市委

副书记、市长吴海平率领的台州市
党政代表团一行举行座谈。

李强说，当前，上海正在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上海和在浦东开发开放3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更加严密扎实、科学精准地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全力实施三项新的重大任务，全
面强化“四大功能”，加快建设

“五个中心”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向纵深推进，

为上海与台州深化合作交流开辟

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希望两地进

一步发挥优势、做强功能、贡献
长板，围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等重点领域加
强对接联动，更好服务国家战略，

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李跃旗说，台州正在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按照省委十四届八次全会部署，走

深走实“三立三进三突围”新时代

发展路径，全力推进新时代民营经
济高质量发展强市建设。要更加主

动学习、接轨、联动上海，充分发挥
民营经济、先进制造和生态宜居优

势，在全方位融入长三角一体化中
更好实现高质量发展。

上海市领导诸葛宇杰参加
座谈。

高校毕业生“躲就业”“缓就业”增多？ 专家建议：

找工作需克服“心态难”
    大学生就业难、 求职
难， 是近 10年来老生常谈
的话题，尤其是今年，大家
议论得更多。 因为疫情，

2020 届毕业生经历了史上
最困难的就业季；而 2021届
毕业生又将面临艰难时刻。

如何迎难而上，破解困局？本
报从今天起推出“关注 2021

届上海高校毕业生就业系列
报道”，聚焦当下毕业生的就
业心态、求职环境、成功案例
等。 希望每名毕业生找到一
些可借鉴的经验和信息，最
终成功就业。

 ?学生就业关注

李强龚正与台州市党政代表团一行座谈

加强对接联动更好服务国家战略
    本 报 讯
市委副书记、
市长、市政府

党组书记龚正
昨天主持召开

市政府党组会
议、常务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在全
面推动长江经

济带发展座谈
会和中央全面

依法治国工作
会议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并
集体学习《习

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三卷，各

位党组成员交
流了学习心得

体会。常务会
议研究加强中

小学教师人事
管理制度建

设，提升本市
房屋使用安全

管理水平等。
会 议 强

调，要把学习
成果转化为做

好“六稳”“六
保”工作、落

实国家战略、建设人民城市、谋划
未来发展、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全面

从严治政的生动实践。
会议原则同意《关于进一步加

强上海市中小学教师人事管理制度
建设的指导意见》并指出，要继续聚

焦培养更多的好校长和好教师，进

一步优化资源配置，让体制机制
“活”起来、校长教师“流”起来、优质

资源“动”起来。要建立市区校三级
协同工作机制，坚持试点先行，及时

评估总结，加强政策解读。
会议原则同意《上海市房屋使

用安全管理办法（草案）》并指出，要
坚持安全为先，加快补齐短板不足。

要强化责任意识，落实房屋使用安
全责任人制度。要突出全程管理，抓

好源头质量控制，进一步完善标准、
规范，持续提升监管质效。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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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步浦江东岸滨江段，昔日

船厂老码头保留下来的“铁坨坨”

引人注目。近百年前，它们是用来

固定靠岸巨轮的“铁将军”，每一

个都刻着时代的年份。最近，这些

“铁坨坨”也融入了时尚的彩绘元

素，仿佛戴上了造型各异的头盔，
有的悄然变身“小怪兽”，成为滨

水空间一道独特时尚风景。
杨建正 摄影报道

编者按

老码头的新时尚

    迷惘和不安的时候， 仰望星空

吧。 如此艰难的 2020年，习惯在深
夜望一眼星空。 仿佛夜空中那些最

亮的星， 能给人带来无穷的力量与
希望。

不曾停歇的 2020年，常常在直
播里追远方的星。 北斗三号全球系

统“收官之星”，“天问一号”火星探
测器，“嫦娥五号”月球探测器……在

夜色中，在晨曦里，我国自主研制的
航天器不断出发， 奔赴不同的远方，

去追寻，去探索。 也不断为地球上的
我们赋能，带来惊喜，带来感动。

今天凌晨便是这样欢欣喜悦地

醒来。 定了个闹钟，4时 30分。 睁
眼，便是搭载着“嫦娥五号”月球探

测器的“长征五号”遥五运载火箭，

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

大约 2200秒后，火箭顺利将探测器
送入预定轨道， 开启我国首次地外

天体采样返回之旅。 每一个动作都

干脆利索， 让这个阴雨蒙蒙的早晨
多了几分兴奋与激动。

犹记得，“嫦娥一号”发射成功，

那是 2007年 10月 24日，是在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 那时，65米口径全

方位可动的天马射电望远镜， 尚未
启建。那时，参与我国绕月探测工程

VLBI（甚长基线干涉）测控系统的，

还是位于佘山的上海 25米口径射
电望远镜。 如今，嫦娥“五妹”用上

了“胖五”火箭，奔月旅程的始发
站也移到了文昌。 如今，天马望远

镜已为我国多次深空探测任务“保
驾护航”。

犹记得，“嫦娥一号” 发射成功

的四个多月后， 中国探月工程首任
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院士做客新民

科学咖啡馆，那是他的“嫦娥”公众
科普第一站， 提及他的月球研究的

起点，来自“阿波罗号”的 0.5 ?重
岩石样品不得不提。 如今，“嫦娥五

号”的升空之旅全程直播，公众对她
早已不再陌生。 如今，放眼全球，月

球“挖土”哪家强？ “嫦娥五号”，20

余天后给你不一样的答案。

想起“旅行者 1 号”朝着太阳
系外飞奔而去时，最后一次回眸留

下的照片；想起卡尔·萨根在《暗淡
蓝点》中的那句话：“你所爱的每一

个人，你认识的每一个人，你听说
过的每一个人，曾经存在过的每一

个人……都住在这里———一粒悬浮
在阳光中的微尘。 ”

这便是夜空中最亮的星。 2020

年，我们更需要仰望星空。

董纯蕾

夜空中最亮的星

新民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