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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高峰中难得的一段“真空期”，国庆长假的到来或许让

许多忙碌的职场人如释重负，他们选择了痛痛快快休个假。 

“招聘会停止了，用人单位放假了。可是我们需要的工作在

哪里？”对于待业的大学毕业生们来说“十一黄金周”的意

义跟职场人大相径庭。记者走近他们，了解了待业大学生慵

懒表象下的另外一面。 张金容：找工作找到大连也无着 张金

容，今年6月毕业于四川某师范学校。大学毕业后，张金容曾

经在四川某著名景区度假村当过几个月的总经理助理，后因

家庭原因回到家乡大连，现待业在家。“大连的竞争实在是

太激烈了！”年仅23岁的小张，脸上已经有了憔悴的痕迹。

“原来我在四川工作，一个月收入1000多元。在大连，哪怕

找一个小公司职员的工作都不容易。”据小张介绍，今年，

她在大连找了2个多月的工作，也没有结果。她说，在大连大

型外资企业虽很多，但对职员的各项综合能力要求很高，像

她这样就读一般学校、一般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很多方面都

达不到招聘标准。在她身边毕业多月还待业在家的同学大有

人在。 王岚：师范生供大于求“当老师”难 闲赋在家已经5

个多月的成都女孩王岚告诉记者，她求职的首选是“当老师

”，其次是“和教育相关的行业”，最后才是“其他行业”

。如今离开学校已经几个月了，依然一无所获。事实证明，

每年我省师范类专业毕业生总体供大于求，在成都要想进一

所公办学校当名专职教师很难。可是要她放弃自己的专业更



难。“毕竟我学的是教育专业，还拥有教师资格证，丢了谁

不觉得可惜？你说我要去商场干售货员，去公司当接线员，

跟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有什么区别？”国庆节她没心情耍

，更多的是对于自己未来的迷茫。 黄东：我这样的，毕业就

等于失业 当黄东坐在记者对面，讲起自己大学毕业后，曾经

当过话务员、超市理货员还有一些单位的内勤，脸上的表情

总是显得不大自然。黄东，四川乐至人，去年毕业于西安某

高校计算机专业。他认为自己的失业具有必然性。如今他最

大的感受就是，无论求学还是求职，都要“务实”。“高中

毕业后填志愿，父母文化程度都不高，也没什么主意，让我

自己看着办。我当时觉得计算机专业挺热门，挺白领，就填

了，实际上，这个专业只有学得很精很专，才有可能吃上这

碗饭，像我这样的专科生毕业就等于失业。”小黄说，如果

可以重新选择一次，他想重读一次大学，换个专业。国庆7天

，小黄在某大型商场做短期电器促销。 袁茵：工资太低，找

到工作也难养活自己 家在农村的大学生袁茵一直都希望毕业

以后可以留在成都，找一份可以养活自己的工作以减轻家里

的经济负担。于是从今年6月起，她便开始奔波于各大人才市

场的招聘现场。不久前，她曾在一家旅行社谋得前台接待的

职位，每个月600元左右的工资，还没有社会保险，让她实在

是感到入不敷出，于是辞职。“我从报纸上看到劳动和社会

保障部的一项调查结果：2006年，进城务工农民的月薪平均

预期是1100多元，而应届大学毕业生对月薪的平均预期仅

为1000元。” 小袁说得很激动，也很失落。这个国庆节，她

在与4 个同学一起合租的房子里呆着哪儿也没去，一心盼着7

天假期早点结束，自己可以再到招聘会上去投几份简历。 记



者调查：大部分毕业生有挫败感 记者调查发现，在成都

的2006届毕业生中，只有不足1/3的人在成都找到了理想的工

作，实现了留下的愿望，而有超过一半的毕业生被分流到了

全国各地其他城市寻求发展机会，而四川生源的应届毕业生

最终选择了回家乡就业、待业的人也为数不少，在这些回家

乡工作的人群中，也仅有26.4%的人心情坦荡，大部分的毕业

生都或多或少地产生了挫败感。 对此，一位多年从事大学生

就业指导工作的老师指出，面对现在的就业压力，大学毕业

生多数已经能将“理想和现实”区分开，不再像此前社会评

论的那么“不切实际”，而是能够抱着“理想”，根据实际

情况找工作。 他同时指出，实际就业情况的严峻性和理想行

业间的差距，使得“理想行业”更加理想化。“希望学生能

根据专业与个人素质，在走出校园前便作好合适的定位，不

要盲目追求高薪。”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