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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在即，他们叩响职场大门

“90 后”：我们来了

□

晨报记者 渠稳 秦颖 实习生 席晶 / 文 张志嵩 / 图

对“90 后”来说，2012 年或许是最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大批“90 后”的大学毕业生将离开

“象牙塔”，步入社会。 就业，成为“90 后”步入社会的第一道坎儿。

2012 年初，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表明，今年城镇需就业的劳动力达 2500 万人，其中，

高校毕业生达到 680 万人，是本世纪初的 6 倍多，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式，“90

后”们做好准备了吗？ 记者根据本市情况，对“90 后”大学毕业生进行了调查。

◆

“

90

后”：我们很现实

眼下，上网投简历、参加招聘会、进行面试培

训等成为大学毕业生中的热门话题。记者在我市

多场招聘会现场，看到了不少稚嫩的面孔，前去

应聘的人中，很多为“90 后”。 5 月 3 日，在采访了

多名“90 后”的应聘者和在校大学生后，记者发

现，他们少了“80 后”的叛逆，更多的是对生活的

别样追求以及对工作的务实态度。

“马上就该毕业了，我已经在一家企业工作

半年了。 尽管工资不高，但是积累经验最重要。 ”

韩亚兰生于 1990 年， 是河南大学文秘专业的大

四学生。 如今的她已经穿着高跟鞋鞋、化着淡妆

上班了。

“实习让我感受到了职场竞争的激烈和就业

的艰辛，我还准备去郑州参加招聘会，有了实习

经验，待遇应该会好一些。 ”韩亚兰说，她身边不

少朋友在大三时就开始实习，大家偶尔会抱怨实

习的苦累，但抱怨之后还会好好干。

通过与韩亚兰的交谈，记者发现“90 后”能

够理性地认识社会，进行现实的选择。 她告诉记

者，为了有更好的未来，现在很多刚读大二或大

三的学生已经开始实习。

“我越来越有危机感，因为我们‘90 后’的竞

争意识很强。 ”韩亚兰说，努力学习、参与学生会

工作、实习、考证……这一切都是为了让自己在

求职中更有竞争力。

◆

“

90

后”：我们不排斥新兴职业

“进大学校门之前，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天之

骄子。 可是四年下来，现实并不如想象美好。 目

前，我的想法很简单，只希望毕业后能够找到一

份稳定的工作。 ”1990 年出生的大四学生小夕接

受采访时说。

小夕是本市人， 目前在安阳师范学院就读。

她说，在上大二之前，她曾想过考研，如今，只想

赶快工作。“找工作比考研更实际。 ”小夕说。

记者在采访时，很名“90 后”均表示，相比考

研，找工作对他们的吸引力更大。“有了工作，自

己就能养活自己了， 不用再向父母伸手要钱，我

要凭自己的努力过上好生活。 考上研究生之后，

面临的就业压力也许更大。 ”同为“90 后”的小张

说。

面对“90 后”迫切希望就业的心情，现实更

加残酷。 一些“90 后”不是找不到工作，就是因为

现实的工作环境与想象的差距过大。“大四下学

期，课程就全部结束了。春节后，我与新乡一家化

工企业签了劳务合同，干了不到两个月，我就辞

职了，工作环境与想象中的不一样。又累又枯燥。

现在，我准备考公务员，或许这更适合我。 ”在河

南大学生物工程学院上大四的小田对记者说。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90 后”对自己步入社会的第一份工作都不满意。“我

们这一代人崇尚自由，喜欢‘宅’在家里，我们喜欢具有挑战性却不太辛苦的职业，

比如网络写手、游戏代练、开网店等新兴职业。 ”在河南大学中文系上大四的小王

告诉记者，他尚无就业打算，目前想把自己玩游戏的经历写成一本玄幻小说，然后

在小说网站上发表。“如果能成为网络大师级写手，每年发表一部 100 多万字的网

络小说，一年也有二三十万元的收入，比靠工资吃饭的常规工作强多了，时间还可

以自由支配。 ”

和小王想法类似的还有不少人。同为“90 后”的小李，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到我

市一家行政事业单位做后勤工作。“工作之余，我开了一家网店，每个周末去外地

批发一些小饰品，每月有 1000 多元钱的收入。 ”说起眼下的生活，小李十分满足。

她说，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一个真心相爱的男朋友。

◆

“

90

后”：享受小城市的情调

“我认为和大城市相比，小城市或许更适合我的发展。 ”看到身边的学长们

毕业后纷纷奔向大城市，也想当网络写手的小周向记者表达了他的看法。 小周

说，大城市虽好，但人才济济，消费水平高，工作压力大。“不管在哪儿，只要生

活质量高，活得安逸就行，何必去大城市自寻烦恼。 我觉得小城市不错，你看咱

鹤壁，有山有水，工作压力也不大，这是种幸福！ ”小周说，进行小说创作之余，

他总是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到大自然中寻找灵感。

在采访中，一些“90 后”纷纷向记者表示，他们比“80 后”更务实，

更喜欢置身于“世外桃源”的感觉。

“我在安阳上大学，很多鹤壁的同学毕业后，

都选择了回鹤壁找工作。 目前，我只希望毕业之

后能找到一份好工作。 考公务员或参加教师招

考，或许是考研之外的不错选择。 ”在河

师大就读的宋晶 1990 年出生，今年

上大三， 谈到今后的人生规划，她

有自己的坚持。

“前段时间 ，有专业课老师告

诉我们，每个人各有所长 ，有的人

喜欢搞学术，有的人喜欢交际。 如

果做自己不擅长的事，一定不快乐。 所以，不

如做自己擅长的事更好。 老师的话对我是一

种启发。 ”宋晶告诉记者，她身边“90 后”的同

学没人想在企业里发展，都倾向于从事稳定

的职业，如公务员和教师等。

“我们不喜欢大城市的工作节奏和强

度，我们不喜欢大富大贵，但也不能让自己

的饭碗不保。 我所就读的是师范院校，女生

相对多一些，我们大多追求稳定而自由的生

活。 班里一些女同学选择了考研，所选院校

大多在江浙或沿海经济发达的城市，这也不

错，但压力太大了，以后就业也不容易。 ”同

是师范专业的大四学生小雅和宋晶有一样

的想法。

她告诉记者，如今，小城市发展得非常

快，将来不比大城市差。“在小城市更容易过

上小资生活，每天下班以后，和男友逛逛街，

看看电影， 唱唱 KTV， 不是很有小资情调

吗？ ”小雅说。

◆

“

90

后”：

爱“刘易阳”式的男人

“爱情是令人向往的，它在我们的生活

中不可或缺。 我想，很多女生都有过这样的

想法———希望找到一个‘高富帅’的男友，但

现在想来，觉得当初的想法有些幼稚。 随着

年龄的增长和经历的增多，我们的择偶条件

也发生了改变。 长得帅不帅不要紧，钱多不

多也不要紧，只要他们像《裸婚时代》中的刘

易阳，顾家、体贴，有工作能力就行。 ”宋晶

说。

“上大学的时候，正赶上《裸婚时代》热

播，‘拜金’这个词对于我们‘90 后’来说很

陌生，我们爱财，但取之有道，不会以牺牲爱

情为代价。 但是话说回来，爱情也与工作有

关。 有了工作，有了工资，爱情才会有经济保

障。没有了‘面包’，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爱

情自然会靠边儿站了。 ”宋晶说，“90 后”不

拜金，但不能接受没有工作能力的另一半。

“我身边的很多同学和朋友都有了自己

的对象，我们的年龄也不小了，自然会对婚

姻有所期待。 不少人都希望

现在陪伴在身边的人，能成

为以后的结婚对象。 这也算

是对人生的规划吧。 ”小雅

对记者说。

5 月 3 日，鹤壁职业技术学院里的“90 后”大学生。 晨报记者 张志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