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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邹霏霏

高校有什么专业？我喜欢什
么专业？我未来准备从事什么职
业？

高考过后，有不少学生和家长
都为高考填志愿伤透脑筋。

填报志愿很迷茫，不少人大学
毕业后找工作同样很迷茫，以致出
现近年来常见的“慢就业”现象。

职业教育专家、杭州职业技术
学院校长贾文胜认为，去除比较个
人的原因，“慢就业”背后，还有着
教育体制、机制方面的深层次的原
因。

盲目填专业、迷茫找工作
不在少数

“千万别报English，因为汉字
（子）难找；千万别报环境工程，因

为……”
近日，一组针对高考填报志愿

“现身说法”的图片在网上广泛流
传，一些“过来人”有图有真相地手
举一张大白纸，上面写着千万别报
某某专业，因为某某理由等。显
然，这些“过来人”都是当初选错专
业的人，他们所以“吐槽”，因为他
们觉得自己学的专业并不可爱，否
则他一定会更多地把这个专业的
魅力呈现给你。

其实，谁都知道，每个专业、每
个职业都一定自有其魅力。但刚
刚经历了高考填志愿环节的考生
及其家长都有一个切身体会，他们
真的很难知道那些琳琅满目的专
业的魅力到底在哪里？今年浙江
考生最多可报80个专业志愿，虽
然填报志愿的自由度提高了，但是
不少考生和家长反映，填报志愿时

反而更加纠结和迷茫了。对于学
校专业不了解、对自己的专业兴趣
定位不明确，成为很多考生在志愿
填报中的最大阻碍。

小张是今年刚参加完高考的
学生，面对数十个专业，他说“看得
眼都花了”，过去一直以来忙于学
习，从没认真考虑过职业规划，也
从没工夫仔细考虑和培养过自己
的爱好、兴趣，不知道喜欢什么，未
来适合自己的工作是什么。

80个专业志愿怎么填？“还是
看看哪个专业热门些，听上去‘高
大上’些，将来工作好找些，工资高
些吧。”小张的选择，也是很多其他
高考生的选择。

小张的父母也更倾向于填报
热门专业，但是，“现在热门，不等
于将来还热门”的告诫，让他们举
棋不定，再次陷入纠结中。

专业兴趣？他们认为可以先
放一边，“毕业后能否找个好工作
才是重点，兴趣是可以培养的。”小
张的母亲说，“用考出来的分数尽
可能填个好的学校和专业，这才够
本。”

一边是高中生忙着填志愿上大
学，另一边，是大学生毕业后忙着找
工作。记者近期走访多个高校毕业
生就业招聘会，发现如今的招聘会
已没有往日人挤人的“盛况”。

小陈今年以来一直没有停下
找工作的脚步。他拿着一堆简历
往返于各个招聘台，面对林林总总
的岗位，他感觉越来越拿不定主意
了。“我现在很迷茫，不知道自己喜
欢干什么，擅长干什么。”当初选工
商管理选专业是奉父母之命，但他
很快发现自己对这块并不感兴趣，
在大学里，也不知道自己学了些什

么，学了那些东西，也不知自己是
不是真长本事了可以端上一个饭
碗了。在琳琅满目的岗位面前，小
陈显得特别不自信。

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又不想屈
就，“反正家里也不急于多一个劳
动力”，一些人选择以“慢就业”来
暂时规避现实。

职业规划应有三个维度

“慢就业”的原因多种多样，除
了个人原因，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原
因？记者就此探访了职业教育专
家、杭州职业技术学院校长贾文
胜。贾校长认为，职业启蒙和认知
教育的长期缺位，是导致很多人职
业规划困难、创新能力不足、慢就
业等一系列问题的重要根源。

贾文胜指出，职业规划应有三
个维度，即，职业启蒙、职业认知和

职业教育，我们现在做的，只有职
业教育，缺少了职业启蒙和职业认
知。这样的跳级，会让职业规划教
育的效果大打折扣。他认为，将职
业生涯教育纳入中小学基础教育，
是改变每个人职业观很重要的手
段。

放眼国外。美国一些小学设
有职业体验日，鼓励学生当天穿着
想要从事职业的制服上学；很多中
学开设了职业生涯教育课程，旨在
帮助学生回答三个问题：我是谁、
我要去哪、我怎样到达那里；高校
在录取学生时，也往往有面试环
节，参与面试的导师会对学生的兴
趣特长、语言能力、发展欲望等进
行全面了解，也会向学生阐述其所
填报的专业对知识结构、个性特点
的特殊要求和未来的就业情况等。

（下转第3版）

烈日下的坚守，是最美的表达
——素描烈日下的普通劳动者

7月20日，是今年我省入夏以来高温规模最大的一天，我省最高
气温超过35℃的县（市、区）共69个，超过37℃的59个，超过38℃的
42个，超过39℃的17个，其中丽水突破今夏最高温，40℃；这天，高
温时间来得也早，早晨7点45分，嘉善的气温就到了35℃，是今年东
部地区一天中出现高温最早的一次。据气象部门预报，近期我省仍
将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7月22日进入大暑节气，预计全省大部分地

区最高温度可达37~39℃，局部40℃……我省全面进入高温炙烤模
式。

高温在继续，但生活得继续，工作也得继续，特别是一些重要岗
位，一刻也离不开人。

高温天，我省广大劳动者选择坚守岗位。
他们为什么选择坚守？为什么“好汉也挣六月钱”？——因为，他们

心中有一份崇高的社会责任，因为，他们心中有一份对家人的坚定守护。
坚守，让社会大机器哪怕遇高温酷暑，依然运转灵敏；
坚守，让小家庭哪怕遭受风雨，依然求学看病养家有保障。
烈日下的坚守，是劳动者对社会、对家人最美的表达。
我们用这组素描，礼赞高温下普通的劳动者。借此，我们也希望

广大劳动者注意防暑降温，安然度夏。

“慢就业”背后的冷思考

让每一个孩子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这个船厂的工人里面，李传
毅师傅估计是我最熟的。他今年
54岁，来自安徽，2004年7月就在
船厂开始了码头工人的生涯，一晃
已经过去十余年了。

“看你面红耳赤的样子，你中
午肯定又喝过酒了。”

“我中午是不喝酒的。平时可
以开开玩笑，工作上，咱一定是认
真的。”他嘿嘿地笑，安全帽下，整
张脸和露出来的胸口全都是黑里
透红。

“十多年的码头工作，能不晒
黑吗？你看看我们这些码头上的
工人哪个是白的？每一条大船从
下水到码头总装，这后面的事，哪
个都与我们吊装工有关。我们要
听指挥，根据码头上货物的大小、
形状、轻重等更换钢丝绳与扣件的
标准，让货物安稳地吊到目的地。”

他指着码头上停放的各种物
件，“大到货舱盖，小到螺丝螺帽，

都是要我们搭手的。”
“干这么多年了，一看就有数，什

么货物要用什么标准的钢丝绳与扣
件。扣件还好，最大的也就20多斤，
一个人能够操作；如果吊大件，钢丝
绳要换粗的就重了，有时只能两个人
合作，一人一头才能挂到吊钩上去。
每吊一次就出一身汗，手套、衣服上
粘着油腻，别提有多难受了。”

“这还不算是最难受的，忙的
时候，你就得一直晒着这么猛的太
阳，你看看，这码头上也没个遮拦，
你想避一避太阳都难。工作服穿
得再厚，身上也会脱一层一层的细
皮，捂出来的。他撅着嘴，手指做
着揉搓状，好像浑身便扑簌簌地掉
下了皮渣。”说完，摇了摇头，表示
无语。

“现在，码头上同时有两条船
处于总装阶段，其中一条船最近就
要抢节点保试航，工作重、任务紧，
就只有这一台吊机在运作，各工程

队都排着队等着货物吊上去好做
下一道工序，可想而知，码头工人
的工作有多重，我们经常性加班
的。每天忙的时候，都是几十吊，
下班后，身子累得浑身酸爽。”

“靠什么解乏，酒啊，人是铁，
酒是钢，一餐不饮累得慌。”他有自
己的一套“歪理”。

我与他站在这猛烈的太阳下才
十几分钟，安全帽里便开始淌汗水
了。他挤了挤胸部的工作服，摊开
手来，你等下来看，有盐晶。哈哈，
撒水壶里泡盐水喝正好。他玩笑
道。

他不能多停留，“现在，我得继
续干活了。”带着厚厚的手套，他与
另几位码头工人跟着吊机重新又
跑了起来。

说句实话，这几年厂里效益比
较一般，但李传毅们工作起来还是
如“拼命三郎”，不输年轻人，与企
业同呼吸共命运。看着在烈日下
奔跑着的、挥汗如雨的码头工人
们，我特别为之感动。

照例，安全员汪如宗还是最后
一个走在去食堂的路上，一身被汗
水浸透的破旧的湿漉漉的工作服，
手电筒、喷水壶、相机、矿泉水瓶、
安全帽、口罩，置于他身上的各个
角落，鼓鼓囊囊的。走进食堂，他
照例要了很大量的饭吃起来。

摘下安全帽，他略显稀少但又
自然卷的头发显得很有范。56岁
的他其实已过了退休的年纪。

“厂里需要我，去年办退休手
续的时候，董事长点名要求返聘
我，我想了想，决定再干几年吧。”
每次说到这个，他都很自豪。

“我虽然是退休返聘的，但只要
是我看到不到位的，我都是要管。对
本职工作就是要认真，除非你不干。”
汪师傅很能说，从安全员的工作职
责，说到每天重点的检查项目，再说
到如何与老外船东船检沟通，其间，
他甚至用上了英文，让老外分外惊
喜。

7月19日下午2点半，室外温
度36℃，近钢板温度至少40℃，舱
室与钢板表面温度显然超过40℃
以上。我去现场走访，又碰到了
他，他是突然间不知从哪个角落里
钻出来的，依然风尘仆仆大步流
星，身上的工作服很明显湿了一大
半，脸上满是汗水。

“我刚去供水点灌了一壶水。
刚转了一圈，就喝掉一壶了。”

我说，我要做个高温专题，今
天再跟你一段路，再拍你几张照
片。他很热情地说，走，我正要去
内业联合厂房里的接线箱看看。

他看到接电箱的箱门都打开
着，本想去关上，却发现几股电线
乱七八糟地接着，存在安全隐患。

“你看看，这线路怎么接的？
很容易触电，不知道吗？”又让他抓
到把柄了，于是，他立马对在焊机
边工作的人员进行了劝阻，让他重
新按要求接上电路。工人很抱歉
地连连说好的。

“汪师傅工作起来很认真细
致，我们的一点小问题，他都能抓
得出来。”工人们说，他是工人们违
章行为的摄像头。

汪师傅说，安全员要眼观六
路，耳听八方，鼻子还要像狗一样
灵。

不妨再来回忆一下，他日常的
工作状态：每到一处气体接线管，
他都要拿肥皂水喷水壶往气体接
管处喷几下，没有气泡膨胀，说明
气体没有从这接管处泄漏出来；他
用随身带着的手电筒在舱室里东
看看西西瞧，重点有几个，危险位
置的护栏、护网，工作人员的劳保
穿戴，密封性空间的供气系统，明
火作业的安全性，工作场所吸游烟
现象等。

“安全事故，十有八九是人的

因素，一二成才是物的因素……”
“现在这个区域，其实管安全

的就是我一个人了。我每天在各
个角落转不下4趟，不敢保证我是
最优秀的，但我一定是最卖力工作
的，咱要对得起这份返聘的工资及
领导对我的信任。”说着，他自然地
用长袖擦了一把汗。

“虽然这一年，厂里的活儿少
了不少，但安全生产始终是第一位
的。”他三句话不离本行，把平时枯
燥的安全工作当成自己喜欢的专
业，还自己购买枯燥的书籍取经，
这是非常可贵的工作热情。我不
得不由衷地赞叹他一句话：你不愧
是一个出色的安全员“老司机”！

每天中午，雷打不动，熟食摊的
这位小老板就在“船厂一条街”上卖
熟食。一辆三轮车，几个大盆，盆里
装满了猪头猪肉猪尾巴，猪心猪肝
猪腰子，统称“猪头肉”，油汪汪，酱
紫色，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一个
铝合金盆，一台电子秤，一把白刀一
块厚实的切板，这是他所有的家当。

“你别看只有这么些猪头肉，我
可是捣鼓了一早上才熬制出来的。

一大早去菜场买新鲜的，我可不做
黑心事啊，价格可不便宜噢。洗净，
淖水，然后就是几个小时的熬制过
程，各种配料都齐全的，味道好着
呢！”

“熬制这批货，当然要出一身汗
啊。租了个小屋子，现在是高温嘛，
低矮民房里多闷啊，那灶上的大铁
锅散发出来的热气，直逼得你浑身
冒汗呢。兄弟啊，赚些辛苦钿，不容
易噢。”

小老板矮矮墩墩的个子，穿着
宽松的沙滩短裤，胖胖的脸上自带
一层油膜，仿佛是吃熟食吃多了，头
发也乌黑油亮，像用了什么护发液。

不经意间，发现他油汪汪的手
快速地抚过发丝。汗……我顿时明
白了，是天然的猪油护发素啊。

“这样子，客人不怕不干净不卫
生吗？”

“你尽管放心，其实我的手干净
着呢，每天不知在热水里泡过多少
遍了。来我摊上买的都是熟客，没
见过一个因为吃了我的熟食而不爽
的。”他露着小嘴笑。

此时正是中午12点太阳中天
的时候，他站在他的熟食摊边，一顶
破旧的大遮阳伞无力地撑开一片阴
凉，没有风扇，可以隐隐闻到一股股
的油腥味散发开来。

一位开电瓶车的工人师傅停在
摊前，聊着话，要了一块夹着几丝瘦

肉的肥肉，过秤，小老板伸出滑光光
的手指将它捏到切板上，抬着头继
续聊天，肉在刀下已切成了肉片，用
刀背一扒拉扫进铝合金盆，倒上适
量的作料，撒上适量的配料，手指麻
利地抓起来翻动几下，或许还有几
滴额头的汗珠也滚落在这个盆子
里，一份美味的冷盘便应运而生。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客主都相当满
意。

印象里，我在他的熟食摊上也
有过几次交易。倒不是特别喜欢吃
那种肉食，而是喜欢看他可爱的表
情，看他熟练的切肉及凉拌的手法，
仿佛是在做一次技艺的展演。

快到12点半的时候，眼看着附
近工人已经吃完了快餐陆续走散
了，他也开始卸下遮阳伞打算撤退
了。

“今天中午销售额多少啊？”我
问。

“不行啊，现在的生意不好做，
300元不到，利润最多30%，你自己
算算好了。”

然而，话锋一转，他又说，其实
还不错的，一天出两摊，时间上还是
挺自由的。收入养活一家子不成问
题了。中午回去睡一觉，就要准备
傍晚时段的生意了。傍晚走了太阳
有风就凉爽了，可以多摆一段时间。

骑上三轮车，他在边上的小店
里买了一根冰棒，啜上一大口，笑着
说，做人不能太小气，时不时也要犒
劳一下自己哦。

■特约记者姚崎锋 文/摄

跟着吊机跑的码头工人

“不敢保证我是最优秀的，但我一定是最卖力工作的” 油汪汪的“咸猪手”快速抚过他的乱发

烈日下工作的李传毅师傅难得停下片刻。

这是汪如宗师傅日常的工作状态。

烈日下的熟食摊小老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