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农户直播带货大市场

不少农民主播一开始都不适应一个人

对着屏幕不停地说话，他们就从拍短视频

入手，慢慢找到感觉后，才开始直播。尽管

有些青涩、粗糙，但那种完全不加滤镜的原

生态画面，反倒为他们积累了不少粉丝。

重点推荐

有的学校推出“四合一”新型导师制，1名导
师带7名~8名本科生，进行实习督导、考研
咨询和就业帮助，充分发挥导师的资源优势
和专业能力，助力学生顺利毕业就业。同
时，与其他高校联合组成在汉直属高校毕业
研究生就业工作校际协作服务体，启动“百
日冲刺”行动，拓展更多高质量的就业资源。

科教观察 Science&EducationScience&Education
ObservationObservation

2020.06.24
星期三

科教观察编辑部

主任：王 志

本版编辑：赵 薇

新闻热线：（010）56805252
监督电话：（010）56805167
电邮：whzk619@163.com

科教时评

6版

□ 程远州 吴 君

83所高校，31.7万名应届毕业

生，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下，规模创历史新高的

武汉高校毕业生迎来了就业季的

考验。

当前，就业压力显著加大，高

校、地方、企业联手发力。从真金白

银的就业创业补贴，到对未就业学

生的一对一指导；从汇集各方就业

岗位的“云众筹”，到一场接一场的

“云招聘”……武汉在做好常态化疫

情防控的同时，千方百计帮助毕业

生就业。

据介绍，武汉地区高校毕业生

就业率正在爬坡，目前为 40%~

50%。各高校积极创新工作模式，

用好政策、打通资源，全力为毕业生

提供更好的就业服务。同学们也在

磨练本领、积极进取，为自己拼出一

个美好的未来。

一名工科学生的心声——
练好内功，才能拼出未来

签了就业合同后，邓健杨每天

还会习惯性地点开学院就业信息

群，扫一眼新的招聘信息。

邓健杨是华中科技大学电气与

电子工程学院的学生，4个月前，他

考研失利，从头开始寻出路。

与班里大多数同学一样，邓健

杨从大四开始备考研究生，每天在

自习室、食堂、宿舍间穿梭，压根儿

没考虑要找份工作保底。2月 21

日，成绩发布，他呆在了电脑前。

“很迷茫，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

办了。”邓健杨说，自己用了10天平

复情绪，在调剂到其他高校与就业

之间纠结。

在学院，面临同样情况的学生

有44人。“以往，学生在考研上栽了

跟头，再战一年或者找工作很常见，

大家不会觉得这是难过的坎。但今

年不同，大家的心理压力很大。”电

气与电子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罗

珺说，考研成绩一公布她就忙开

了：与兄弟院校对接调剂政策、请

教授帮学生写推荐信、为学生做心

理辅导……

辅导员周阳给邓健杨详细分析

形势：“按照成绩调剂到专业排名靠

前的高校几无可能。与其花时间准

备复试，不如立即调头找工作。以

你的专业能力，去一些大公司并不

困难。”

2月底，邓健杨决定找工作。当

时的武汉，毕业生就业工作只能在

网上进行。怎么找工作？找什么工

作？去哪里工作？他心里发慌：“我

在网上看了很多招聘信息，大多数

岗位要么专业不对口，要么7月之后

才招聘，越看越着急！”

好在学院早有计划。周阳说，

一般情况下，院里370名本科毕业

生，有40%的学生选择找工作。学

院每年9月就开始搜集就业信息，对

接用人单位，提供制作简历、准备正

装、练习面试技巧等指导，帮助这部

分学生找到工作。

周阳在每个班选出1名就业联

系人，每周统计工作意向地、目标行

业企业等，有的放矢地推荐岗位。

在他制作的2020届本科毕业生就

业表中，邓健杨一栏写着：考研失

利，想去大型央企国企工作，要求专

业对口。

有学院的帮助，邓健杨找工作

顺利了一些。他迅速锁定目标：南

方电网超高压检修中心。投递简历

后，他又找到在该公司工作的学长

详细了解情况，认真咨询笔试面试

的注意事项。

“这是我们的优势。这么多年

积累，有大批校友在行业领军的企

事业单位。双方事实上已经成了人

才合作伙伴。”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党委书记陈晋说，为确保毕业生就

业，学院与多家用人单位达成共识：

用人单位与学生签约后，允许该生

在研究生考试、公务员考试成绩公

布后再做去留决定，免收违约金。

在陈晋看来，这种做法能让双

方共赢，更主要的是为学生争取到

更大自由选择空间。“这也是学院苦

练内功的结果，学生在市场上非常

抢手。”他说，每年有上百家单位来

招聘，而每年找工作的本科和硕士

毕业生也不过200余名。

对邓健杨来说，工作不难找，难

的是去心仪的单位。为了准备南方

电网的招聘考试，他两周足不出户，

把专业书细细翻看一遍。

“当时压力特别大，今年不同往

年，好机会稍纵即逝，不能有半点疏

漏。”邓健杨说，因为之前底子扎实，

在线笔试、面试中，他表现得轻松自

如，顺利签订了就业协议。

回想考研失利和就业成功的经

历，邓健杨认为，走出校园的这一步

犹如“最后一课”，“练好内功，才能

拼出未来。”目前，学院本科毕业生

就业率比去年同期提高两个百分

点。陈晋认为，考虑到形势，同学们

不再像往年那样，在不同的就业机

会前犹豫不决。

6月13日，邓健杨回到学校，拿

到毕业证。1个月后，广州，新的生

活在等着他。

一个文科学院的思路——
瞄准新产业，把握新机遇

“老师，我找到工作了。一家在

线教育公司，工资也高。”收到学生

黄娅发来的信息，武昌理工学院文

法与外语学院素质导师张晶很欣

慰，把手机递给《人民日报》记者看。

目前，文法与外语学院357名毕

业生中，一半签了就业合同，剩下的

大多在等公务员考试和事业单位招

聘。“我原本以为这个时候会很艰

难，没想到实际的就业情况比往年

稍微好一点。”张晶说。

武昌理工学院是民办本科院

校，以理工科为主，在武汉83所高等

院校中颇具代表性。文法与外语学

院拥有英语、日语、法学和汉语言文

学等专业，就业情况通常在全校不

算理想，这次却与众不同。

在张晶看来，文法与外语学院

的就业成绩得益于“三早”：早提醒、

早调整、早帮扶。

早在2月，张晶就跟学生打了

“预防针”：“以前是工作来找你，参

加学校举办的招聘会就可以了。今

年要主动，等返校后再动手就要被

落下了。”

针对线上求职的新情况，张晶

当起了就业“管家”，一方面指导投

递简历、培训面试技巧，另一方面还

要帮助搜集就业信息，及时在聊天

群里通知。

因为长期宅在家里，很多学生

并不能深切感受就业压力，同时缺

少毕业季找工作的氛围和同侪激

励，不少就业信息发到群里后被忽

视了。张晶看着着急，挨个给学生

打电话，精准推荐招聘岗位。黄娅

就是这样抓住了学而思教育公司的

就业机会。

毕业生找工作的紧迫感和积极

性很快被调动起来。但是，就业机

会供给又成了“卡脖子”的难题。

“往年，很多毕业生会去考教师

岗位或去中小企业做文案策划。今

年各种招考都延后了，大量中小企

业缩减了招聘计划，给我们带来很

大难题。”文法与外语学院党总支书

记高松说。

如何在危机中把握新机？文法

与外语学院瞄准了疫情防控催生的

新产业新业态。

“在线教育行业得到大发展，弥

补了学校教师招考延后的空当。我

们着重推荐英语专业、汉语言文学

专业的毕业生进入在线教育领域。”

据高松介绍，学院与学而思、猿辅导

等多家线上培训机构沟通，举办多

场专项线上招聘会。为提高成功

率，还针对性地向毕业生推送在线

教育相关的招聘服务信息，指导准

备简历、应对笔试面试。

汉语言文学专业“作家班”毕业

生就业工作也相对顺利。“人们宅在

家里，阅读欲望大大增加。大量网

络文学、自媒体文章等内容运营团

队出现，有招聘需求。”高松说，在校

期间经过大量培训和实习，“作家

班”学生比其他专业学生文字功底

好，选择面也更广。

3月，文法与外语学院扩大了对

困难学生帮扶范围，从重点帮扶残

疾、孤儿等学生，到增加偏远山区、

专业能力不足的学生，每班的素质

导师至少要为每个困难学生提供3

次以上就业推荐。

一所本科高校的探索——
导师、校友全力推荐

得知李擎宇拿到了重庆一家生

物技术公司的录取通知书，韩晓乐

长舒一口气。这是她给李擎宇推荐

的第三个就业机会。

韩晓乐是中南民族大学化学与

材料科学学院的硕导，这段时间，大

部分精力都用在了如何“送”走自己

的两名硕士生上。“对着通讯录，琢

磨谁能提供合适的就业机会，就向

谁推荐自己培养的人才。”韩晓乐

说，在李擎宇落定的同时，韩晓乐的

另一名研究生郝浩也被推荐到武汉

大学读博。

在中南民族大学，老师们都在

积极努力推荐学生。各学院制定政

策，鼓励全员上阵抓就业。

“学生在困惑无助的时候，第一

个想到的就是找老师。”文学与新闻

传播学院党委副书记张文军说，学

院推出了“四合一”新型导师制，1名

导师带7名~8名本科生，进行实习

督导、考研咨询和就业帮助，充分发

挥导师的资源优势和专业能力，助

力学生顺利毕业就业。

在计算机科学学院，考研失利

的叶嘉辉情绪低落。他所在的智能

机器人实验室指导老师汪红多次鼓

励他振作精神，再战就业市场。在

汪红推荐下，叶嘉辉最终拿到了烽

火通信公司的就业机会。

除了调动老师的积极性外，中

南民大还盯上了校友力量。在疫情

发生之初，学校就发布了致各界校

友的一封信，希望他们对师弟师妹

伸出援手，收到热切回应。法学院

将学生简历按照求职目标地域向校

友律师事务所推荐，经济学院邀请

众多在金融、外贸等行业企业任职

的优秀校友为毕业生提供精准的就

业指导和岗位推荐……

中南民族大学的湖北籍生源

占比较大，往年以本地就业为主。

但今年受疫情影响，本地企业招聘

规模大幅缩减，毕业生本地求职阻

力很大。学校一方面大力动员省

内兼职导师和校友，一对一助力学

生就业；另一方面与武大、华中科

大、华中师大等7所武汉高校联合

组成在汉直属高校毕业研究生就

业工作校际协作服务体，启动“百

日冲刺”行动，拓展更多高质量的

就业资源。

管理学院本科毕业生刘凤就受

益于这种兄弟院校间的就业合作。

3月底，中南民族大学与佛山科学技

术学院联合开展“百企千岗”助力学

生就业线上专场招聘会。刘凤一口

气投递了10多份简历，连续多天守

在电脑前云面试，终于拿到了一家

教育机构的录用通知书。

作为民族院校，中南民族大学

尤其注重“特岗计划”“三支一扶”

“西部计划”等基层就业项目以及大

学生征兵、基层医疗等领域就业渠

道。今年这些就业项目规模有所扩

大，学校组织政策宣讲会，鼓励学生

在政策性、基层岗位就业。

为缓解毕业生就业压力，帮其

树立正确就业观，各学院还陆续组

织线上家长会，分析形势、解读政

策，家校合力促进就业工作。

“现在就业形势依然严峻，但办

法总比困难多。”文学与新闻传播学

院辅导员卡迪尔旦说，他正在制定

“一生一册”台账，对未就业学生进

行针对性的就业指导。

用好政策 打通资源 创新模式
从真金白银的就业创业补贴到对未就业学生的一对一指导，从汇集各方就业岗位的

“云众筹”到一场接一场的“云招聘”，武汉全力服务毕业生就业

日前，武汉大学举办2020年毕业典礼，以毕业生线上参加为主，少量毕业生代表在学校操场参加。

图为毕业典礼现场。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高考公平
不容一丝瑕疵

□ 佘 颖

近日，两则与高考相关的新闻刷屏

了——一是艺人仝某自爆2013年“高考时

从往届生变为应届生”，二是发生在 2004

年的“山东农家女被冒名顶替上大学”。近

日，有关部门公布了对这两起严重破坏高

考公平的违纪违法事件处理结果。

这两起违纪违法事件，从事发到公布

处理结果，用了不到两周时间。调查过程

迅速高效，处理程序依法依规，信息公开及

时透明，维护了公众对高考的信任。尤其

是山西临汾市纪委监委公布的调查通报相

当详细，相关责任人皆被曝光，表明了当地

不护短的态度，受到了网友一致肯定。

同时，还有一条与高考相关的新闻可

以一并来看。教育部在 6 月 10 日发出通

知，提高了部分“国际学生”来华留学的门

槛——从明年起，对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

国公民、本人出生即具有外国国籍的学生

以“国际学生”身份进入高等学校本专科阶

段学习的，除符合学校其他报名资格外，申

请者还须满足最近4年之内有在外国实际

居住2年以上的记录。

这条规定针对的是之前有部分学生凭

借家庭安排获得外国国籍，一直享受国内

教育资源，几乎未在国外居住生活过，却能

绕过高考，以“国际学生”名义免笔试进入

清华、北大等高校，引发“200 分上 985 高

校”的“吐槽”。这种打高考擦边球的行为，

不算违法违规，却钻了政策的空子，事实上

伤害了高考公平。现在，从源头堵住这一

政策漏洞，依法依规提高门槛，将有效防止

有人浑水摸鱼、滥竽充数，更好地维护高考

公平。

目前，高考仍是我国最公平的人才选

拔制度。无论是通过学区房就近入学的孩

子、刷培优班的孩子，还是乡村学校的孩

子，他们都必须接受同一场高考的筛选。

可以说，高考公平是教育公平最重要的一

环，也是社会公平最看重的关键，关系着千

千万万个家庭的切身利益。

牵一发而动全身，高考公平不容一丝

瑕疵。这些年，我国稳妥推进高考改革，

从自主招生到强基计划，从异地高考破冰

到综合素质评价，逐步完善全方位考察学

生的制度，满足了考生多元化选择的需

求。在改革进程中，如果一些制度还有漏

洞，必须尽早发现，及时堵上，稳固高考公

平的基石。

《经济日报》发表评论认为，高考公平

更不容挑战。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多么神

通广大的人，都不能搞特殊化。一旦触碰

高考公平红线，必须零容忍，让破坏高考公

平的人付出应有代价。多年来，我国一直

重拳打击考试作弊行为。2015年11月1日

起正式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明确，在高

考等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等行为将入刑定

罪，最高可处7年有期徒刑。高考舞弊，既

是失信，也是违法，考生和家长切勿抱侥幸

心理。

今年高考在即，此时严查多年前的高

考舞弊事件，从制度上堵住升学漏洞，也提

醒相关部门和全社会，必须狠抓考试安全，

确保公平高考。要保证试题试卷安全，狠

抓考场纪律，高压治理考试作弊，确保高考

运行在阳光下，不辜负每一位苦读的学生

和他们的家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