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 岁应届毕业生王瑜璐此前从
没想过，自己的职业道路会从城中村
起步。今年 7 月 7 日，在劳动合同书
上郑重地签下名字，王瑜璐有种强烈
的感觉：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自己
的人生或许都将与“骆家庄”这个城中
村紧密相连。

骆家庄是杭州最大的城中村之
一，这个兼具城与乡特质的地方，承
托起了 2700 多个本地人和近两万名
外来者的日常生活，原住民和流动
人口比例约为 1∶8，其中，18 岁至 40
岁的年轻人，占据了骆家庄流动人
口的 69%。

这里被网友戏称为“落脚桩”，这
是今年西湖区委交给骆家庄的一个
试点课题：党建引领外来青年群体发
展，打造“青年来杭第一站”。今年 7
月 ，骆 家 庄 推 出“ 来 杭 青 年 助 业 计
划”，面向外来青年提供包括免费过
渡公寓等 5 项助业行动，王瑜璐是首
位受益者。

“稳就业需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
为毕业生搭建起强大的社会支撑系
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
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
亮说，让大学生“就好业”，需要政府、
用人单位、高校、镇街等形成合力。城
中村等城市微小细胞，如果充分激发
活力，主动提供居住、就业、创业等多
种支持，就会成为稳就业尤其是“慢就
业”群体的重要助力。

王瑜璐就是被骆家庄优越的住宿
政策吸引而来。她所住的免费公寓，
由一栋 4 层民居改建，灰色工业风的
墙面简单大方，充满多巴胺的彩色标
语随处可见，“努力成为一个很哇塞的
人”。从风格上看，很“讨好”年轻人。

在骆家庄，人情味和烟火气消弭
了毕业生们的漂泊感。社区外的骆家
庄创业街，布满了大大小小80多家餐
饮店，老底子的杭州菜、四川烤鱼、东
北烧烤⋯⋯不论来自何方的游子，都

能在这里找到家的味道。5.6 万平方
米的西溪科创园，汇聚了多家知名企
业，为不少求职者提供了职业起航的
第一站。住满 7 天免费公寓后，王瑜
璐决定接过社区抛来的“绣球”，配合
社区育养中心的筹建，正式开张后，承
担教师及对外联络等工作。

“如果没有明确的就业目标，在城
中村这样的地方停留、过渡，是梳理就
业预期和了解一座城市最便利的窗
口。”马亮认为，城中村是普惠性质的

“就业第一站”，而在各行各业中，也应
搭建体系，为毕业生职场过渡营造良
好氛围，如知名的北京“798”艺术园
区、北京宋庄“画家村”、景德镇三宝国
际陶艺村、莫干山乡村青年创客中心
等。更多社会微小“细胞”的集聚，将
降低毕业生身份转换的门槛。

骆家庄社区党委书记章忠萍有更
大的雄心，不只要打造“来杭地”，更要
向“留杭地”迈进。他向记者讲述了他
的“和美三来为青年”计划——

首先，要先吸引青年人“看过来”，
用人情味、烟火气以及丰富的活动和
合作项目，给身怀梦想的他们营造好
氛围；然后，要“住下来”，便捷交通加
上完善配套，给年轻人打造新潮聚居
地；第三，也是最关键的，是“创起
来”。在骆家庄推出的助业计划中，创
业项目经申请，初筛、审核通过后，除
租房补贴外，还可获得骆家庄股份经
济合作社最高 1000 万元的创业启动
资金。“只有不断创造新业态，才能带
来量大稳定的就业岗位，让这里成为
更多青年的‘就业第一站’。”

接下来，骆家庄的经验将在西湖
区进一步推广。西湖区委人才办有关
负责人介绍，他们已经在全区11个镇
街及4个产业平台排摸出有意向的房
源，计划在近期推出，凡是毕业3年内
的大专及以上学历的青年人才，来西
湖区创业就业，都有机会住到这样过
渡性的免费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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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00 后整顿职场”等话题
时常成为网络热点，调侃背后，也反映
了新一代年轻人求职观念的转变。尝
试灵活就业、探索新职业、选择自主创
业⋯⋯成为不少毕业生的“就业第一
站”，呈现出越来越多元化的就业趋势。

炎炎夏日，西湖盛放的荷花动人心
弦。与水上美景相应和，堤岸上，“货郎
与卖花姑娘”款款迈步，唐朝装扮的货
郎挑扁担，执花女子身着汉服，手摇扇
子，背后的竹筐里装着含苞待放的荷
花。“好像穿越到了古代的市井生活。”
围观的游客纷纷驻足，一时间，“西湖偶
遇卖花郎送荷花”登上热搜。这让女主
角陈喜悦火了。这个2001年出生的姑
娘，是中国美术学院 2022 届文物保护
与修复专业毕业生，平时就喜欢汉服。

“临近毕业的时候很纠结，想过找一份
相对稳定的工作，但更想坚持自己的爱
好，看看能走多远。”如今，陈喜悦的身
份是一名“国风博主”，灵活就业的她，
工作地点在自己家中。

“成长在物质、精神生活更丰富的时
代，00后有自己独特的认知和理念，爱好
和审美也更加宽泛。”浙江农林大学就业
指导服务中心主管宣丰敏观察到，他们在
择业上的自主意识更强、更注重所选道路
是否与自己的价值观相契合。

选择一条“少有人走的路”的，还有
各类新职业的探索者。前不久，研学旅
行指导师周渝超刚带完绍兴的研学团，
这是他上岗后的第一个任务。“我的工作
既负责带学生出行，又负责课程研发，有
点像教师、导游结合的双重角色。”周渝
超告诉记者，他带团的这场研学，需要结
合语文课本上的内容，再现鲁迅等作家
在作品中描述的环境，带领孩子们“学在
旅途”。这个新职业，去年刚刚纳入人社
部公布的158个新职业中。

“第一份工作打破‘稳定’导向，从
自身兴趣或价值观出发探寻职业发展
道 路 ，其 实 就 像 一 个‘GAP YEAR’

（空档年、间隔年，指学生在升学前、毕
业后，通过实习、旅行、参与志愿者活动
等，探索和体验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环境
等）。”马亮认为，这种在不断尝试中寻
找适合自己职业方向的过程，可以帮助
毕业生快速完成从学生到社会人的转
换，通过及时调整职业方向，明确自己
的优势和职业目标。

而从政策层面来看，除了鼓励有想
法的学生敢想敢闯，也要考虑如何帮助
他们降低试错成本。

如今，像陈喜悦这样选择灵活就业
的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多。据全国高等学
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统计，
2020年和2021年应届毕业生灵活就业
率均已超过16%。新的就业需求，在政
策上获得了明确支持。去年7月，浙江省
委组织部、省人力社保厅等17部门联合
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
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下简称《通知》），
对毕业2年以内的高校毕业生实现灵活
就业的，按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今年毕业的浙江农林大学学生费
舒冰，选择回到家乡嘉兴海宁自主创业
投身“农门”，方向是小番茄和黄瓜的气
雾栽培技术。他做出这个决定，不仅是
看好高科技农业的发展前景，还有政府
对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支持。《通知》显
示，在校大学生和高校毕业生初次创业
的，按规定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一次
性创业社保补贴、创业带动就业补贴、
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税费减免等政
策。政府投资开发的创业载体要安排
30%左右的场地，免费向高校毕业生创
业者提供。“能预想到未来的路很难，但
也要坚持自己的初心走下去。”有后盾
有支撑，费舒冰心里有了底气。

更多的新职业、新领域、新发展空
间，被00后毕业生发现。“就业第一站”
的天地，正越来越宽广。

（本报记者 肖淙文 姜晓蓉 丁珊
通讯员 李增炜 钱雯 樊燕飞）

急需人才的基层单位，如今也开始
进入越来越多毕业生的视野。

在决定北上新疆，成为阿克苏市一
名基层公务员之前，22 岁的金华男孩
张李宸昊到过最远的地方是北京。如
今，他背上行囊跨越近5000公里，开启
了自己为期 5 年的西部生活，迎接他
的，是草原、雪山、沙漠，和基层工作中
众多未知的挑战。

当不少人还在犹豫，初次就业是选
择“大城床”还是“小城房”时，一些毕业
生开始调转目光，将基层作为自己的

“就业第一站”。
今年4月，新疆专项招录计划到杭

州高校宣讲，作为浙江工业大学土木学
院的应届毕业生，坐在台下的张李宸昊
被新疆壮阔的风景、丰富的物产和独特
的异域风情深深吸引。从小在农村长
大，他对基层工作并不陌生。“看到工作
人员慰问维吾尔族老人的画面，觉得熟
悉又温暖，我也想去试试。”

近年来，国家积极出台各种政策鼓
励大学生赴基层就业。调研中，记者发
现 00 后毕业生们的就业心态更趋理
性、务实。就业空间较为宽广、竞争压
力相对较小、就业成本相对较低等优
势，让基层单位逐渐成为大学生就业的
重要选择之一。

彼时，张李宸昊手中已握有一家
浙江知名土建公司的录取通知，但思
索再三，他选择到阿克苏去。“我还年
轻，想多闯闯。”张李宸昊说，自己从
小看着父母经营一家小店，炎夏寒冬
日 日 无 休 ，在 一 步 一 滴 汗 中 走 向 小
康。这让他坚信只要踏实付出就终有
收获。

有“扶上马”，还有“送一程”——这
份工作吸引张李宸昊的另一点，是切实
的保障和明确的职业发展。在师兄师
姐展示的工作环境中，每个人都有单人
宿舍、热水保障和额外的补贴，上岗后
还有3个月的培训期，帮助他们熟悉岗
位、了解风土人情、打破语言障碍。“比
我印象里西部偏远、艰苦的条件要好得
多，让我们能轻装上阵，放开手脚锻炼
自己。”

“过去20年，个人的职业发展和城
市发展共生，大城市的奋斗者收获了城
市发展的红利。现在，随着年轻人观念
的改变，共同富裕理念的深入，更多中

小城市和乡村对人才的吸引力在增强，
相对优势开始显现。”马亮说。

放眼浙江，以产业为导向，各地正
通过优势产业、新兴产业，吸引毕业生
到基层就业。

今年春节刚过，在很多同学还在备
战“春招”时，湖南工学院应届生廖钰梁
就收到了来自老家武义的邀约。2 月，
武义县人社局对1500多名武义籍即将
毕业大学生进行就业意向摸底，结合个
人专长、就业意向等，与本地企业招聘
信息相匹配，为企业与毕业生牵线。廖
钰梁的专业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被上
市公司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一
眼看中，企业主动上门邀请，安排专项
面试和实习。今年7月，他作为分析检
测员正式上岗。“我原来以为我的专业
在大城市才有施展的机会，没想到家门
口就有高匹配度的工作。”廖钰梁说。

廖钰梁的职业选择，有浙江相关
政策的助力。为加快山区 26 县发展，
浙江出台《关于支持山区 26 县就业创
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武义县配
套推出《完善人才住房和生活保障政
策实施意见（试行）》等政策，从特色产
业带动就业、引进培养各类人才等方
面发力，鼓励更多人才到山区县施展
才华。

根 据 政 策 ，廖 钰 梁 每 年 可 领 到
3000 元人才补贴，加上企业发放的一
次性 8000 元补贴，工作第一年收入就
能达到 8 万元。真金白银外，职业的

“天花板”也不低。近年来，武义新材
料产业迅速崛起，去年产值已超过 40
亿元，成为当地“一县一策”的发展方
向，他入职的三美化工是核心企业之
一。像廖钰梁这样专业对口的大学
生，企业今年引进了 20 余名，他们将
被纳入人才储备库，作为储备干部重
点培养。“今年预计有两三个大项目，
我都有机会参与。”廖钰梁对未来充
满期待。

“民营企业近年来成为吸纳毕业生
基层就业的重要单位。”马亮建议，各地
政府应主动出击做好供需对接，缩小求
职者和招聘单位的信息差，鼓励民营企
业进一步开发有利于发挥高校毕业生
专长的研究型、技术性、管
理型岗位。

又到一年毕业季。走出象牙塔的毕业生们，人生的下一站，从何开启？
一边是高校毕业生再创历史新高；一边是部分大厂裁员风声频传、地产等

行业招聘减少，就业形势相对严峻。
一边是考公考研热；一边是偏远基层、传统制造业一才难求，企业“招工难”

和毕业生“就业难”的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三次提及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提出“突出做好高校

毕业生就业工作”“把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近期，从国家到省、市、县陆续发布政策，助力高校毕业生更好就业。

今年毕业的大学生都是 00 后。这个夏天，有人拥抱互联网浪潮，在新职业
中驰骋；有人远赴边疆，在广袤天地中寻找自身价值；也有人选择从城中村起步，
在烟火气和人情味中探索新机⋯⋯日前，本报记者探访各地，从一个个鲜活个体
中观察浙江毕业生的“就业第一站”。

记者手记

丁珊

在骆家庄蹲点采访时，记者注意
到，除了青年生活和就业的有形政策支
撑网，还有一张无形的支撑网。

城中村里，经济的住所、实惠的餐
食、便利的交通，周到地照顾好了每个异
乡人的生活，给予外来者扎根时的第一
口滋养，也给予追寻梦想的可靠支点。

当一名教师是王瑜璐从小的愿望，
她初期投递的都是和教师有关的工作，
失利并未让她感到挫败，她曾说，“免费
公寓到期后，打算长期租房子住下来，相
信会在一定期限内找到真正想要的工
作。”当置身于试错成本低的客观环境、
自由度和宽容度都高的氛围，年轻人能
在相对从容的状态中，跟随本心做出最
佳选择，不必因焦灼等压力而妥协。王
瑜璐的底气与自信，就是来源于此。

扩大青年就业，是全社会的事。如

今各地各部门都积极为青年就业提供
系列政策，落户奖励、青年驿站、支持创
业的资金、场地政策等，编织了庞大、弹
性的就业支撑体系。我们更希望看到，
从高校到家庭以及全社会，对青年无形
的包容之网更大一些。

在氛围营造上，给予年轻人多些
宽容和理解，比如理性认识“慢就业”
现象，给予青年充分时间做好人生规
划；正确理解青年人的职业选择，有
些职业可能偏小众、偏冷门，但也不
妨让他们去试一试、闯一闯，说不定
会开拓新领域。同时，为应对与新职
业相伴而生的风
险 ，政 府 部 门 需
充 分 验 证 、合 理
扶 持 ，为 新 职 业
提供宽松的发展
环境以及容错试
错空间。

对青年就业多些宽容和理解

杭州城中村骆家庄打造
“青年来杭第一站”。

陈喜悦在德寿宫装扮成卖
花女。

研学旅行指导师周渝超带领孩子们“学在旅途”。

湖南工学院应届生廖钰梁，
回到老家武义上市企业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任分析检测员。

应届毕业生王瑜璐拿到了7天免费过渡公寓的钥匙。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应届毕业生王瑜璐拿到了7天免费过渡公寓的钥匙。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骆家庄的互联网业党群服务中心。

烟火气，人情味
停在城市“落脚桩”

边疆，或是山乡
选择向基层进发 兴趣，更是热爱

他们不走寻常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