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5后慢择业：理性还是无奈？

学成之后，不能

找到适合的就业岗

位发挥才智，回报父

母，奉献社会，他们

的内心深处隐藏着

比父母更大的焦虑。

2018 届全国普

通高校毕业生预计

有820 万人，95后毕

业生将开始走向职

场。目前，各高校秋

冬季校园招聘已逐

渐接近尾声，记者在

近一个月的校园招

聘会走访调查中发

现，相比80后、90后

毕业生，95后毕业生

求职紧迫度明显降

低，一部分毕业生呈

现出“慢择业”现象。

近日，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

布了“2017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流行语”。“十

九大、新时代、共 享 、雄 安 新 区 、金 砖 国

家 、人 工 智 能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天 舟

一号、撸起袖子加油干、‘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入选。

在过去的一年中，国内外发生了巨

大变化。流行语则具有对社会发展历

史文本进行高亮标注的功能，突出标记

了社会进程中的重要轨迹。虽然流行

语可能只流行一时，但它所刻画的时代

烙印却留在历史的滚滚车轮上，留在人们

对历史的记忆中。

流行语构成了独特的媒体语言景观，鲜

活地记录了我们生活的社会，也为我们生活

的社会所塑造。与其说我们创造了流行语，

不如说我们与社会共同建构了流行语，并通

过媒体传播开来。新时代赋予流行语新的

社会意蕴和人文关怀，并影响到我们每个身

处其中的人。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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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赋予流行语新意蕴
7个月大的宝宝在上海徐汇区一家“水

疗小儿推拿馆”游泳后拉肚子，当时曾发现

水中有红色絮状物。上海目前有500多家婴

儿游泳馆，在各大商场遍地开花。由于婴儿

游泳馆并不属于公共游泳场所，一直存在监

管空白。新时代，新的服务项目不断出现。

监管必须跟上步伐。“婴儿游泳馆”，不能总

是长不大的孩子。出台行业标准，才能让

“婴儿游泳馆”快快长大，不至于一直野游下

去。 (东方评论)

婴儿游泳馆不能一直“野游”
8岁的可可吃零食时，图好玩把零食里的

干燥剂放进有水的饮料瓶里，没想到放进去

后竟发生爆炸，终生失明。

食品干燥剂之所以成为隐藏在儿童身

边的“凶器”，既有家长对食品干燥剂危险性

认识不足，监护教育不到位的原因，更有在

相关标准缺失下，生产企业推脱责任的因

素。很多食品干燥剂仅用较小的字体写明不能食

用等字样，没有危险提示标语或符号，导致对其致

害程度认知不到位。 (北京青年报)

别让干燥剂成“定时炸弹”

孩子大学毕业，工作赚钱，

回报父母，反哺家庭……这是一

条人们习惯的“路径”。可这些

年来，“毕业却不就业，转身宅家

啃老”的毕业生却多了起来，尤

以 95 后比较突出，这显然不是一种

常态。对此，有媒体称之为“慢择业”

现象，还美其名曰“陪父母”。但在笔

者看来，这分明是“啃父母”，而“啃父

母”也是出于无奈。“慢择业”现象的背

后，折射出了当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

焦虑。

动辄上百万元的教育投入，

与2000元的低起薪，构成了强烈

反差，让留学归国的“白富美”宁

可宅在家里“啃老”。在选择“慢

择业”的大学毕业生中，抱有这

种心态的不在少数。由于就业

门路狭窄，专业不对口，以及劳

动报酬偏低，让他们在人生抉择

的十字路口迷茫和徘徊；别看他

们在“啃老”时，表现出一副无所

事事、悠闲自得的样子，其实，学

成之后，不能找到适合的就业岗

位发挥才智，回报父母，奉献社

会，他们的内心深处隐藏着比父

母更大的焦虑。

比如，最近本地一家文化事

业单位，面向全省大学毕业生招

录4名工作人员。原以为报考者

会蜂拥而至，竞争也会异常激

烈，谁料最终报考者仅9人，还达

不到三比一的招录比例数，令招

考单位非常尴尬。然而，在理性

分析大学毕业生弃考原因之后，

他们也就释然了。假如是一名

外地考生，过五关斩六将之后，

有幸成为这家事业单位的工作

人员，起薪不到 2600 元，这些收

入要租房，要吃饭，要通勤和通

信，要参加各类保险，还要奉养

父母……试问，区区2600元，对得住

自己十几年的寒窗苦读，对得起父母

含辛茹苦的投入吗？因此，他们认为

这样的“业”宁可不就。

95后在择业时，更多考虑的

是专业对口程度和薪酬。不仅

大学毕业生“慢择业”，95后进城

务工人员也开始觉醒，用冷静、

理性的选择，去维护自己的劳动

权益。春节后席卷全国的“民工

荒”，不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吗？

对于“慢择业”现象，舆论一

味地质疑和指责，是徒劳无益

的，更不能视其为“读书无用论”

的范本，而应给予“慢择业”者更

多的宽容和理解。政府和社会

要采取更多措施，为大学毕业生

提供为他们发挥一技之长的就

业机会。更重要的是，要落实普

惠政策，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

改革，实施“收入倍增计划”，缩

小行业差距。只有这样，大学毕

业生“慢择业”现象才能控制在

合理程度。

（中国青年报/张西流）

“慢就业”的95后咋不急？
年复一年说就业，也暗暗为即将踏

入职场的95后大学生担心。然而，时代

变了，对不少95后而言，毕业不等于就业

马上提上日程，就业不易的张力正在被

消解。

大学毕业季即就业季，正是前现代

社会的语境。中国1977年恢复高考，直

接动因是社会机器要恢复运转，各行各

业缺乏有知识储备可训练的人力资源。

高考选拔人才、高校培养训练人才，大学

一毕业即走上工作岗位，成为社会机器

得以运转的支持力量。毕业即就业，正

是人才匮乏时代的应有涵义。而且对并

不富裕的家庭而言，大学毕业意味着家

庭有了养家生力军。然而，高等教育普

及早已宣告人才充裕甚至过剩，谁规定

大学毕业就要就业？更何况那些富裕家庭。

对很多慢就业95后而言，不是因为

“就业难”而却步，而是因为家庭完成了

原始积累，并无立即就业养家撑起家庭

之需。现今不少城市95后，其父辈甚至

把子孙下一辈的伙食挣够，哪里需要子

女大学毕业后必须找一份工作分担家庭

负担？很多95后慢就业，并非他们自己

不着急，而是因为家庭并非迫切需要，于

是他们会周游世界，或者会做想做的一

切，除了工作。

有论者言“95后慢就业是社会进步，

是要做出谨慎选择追随兴趣梦想”，照我

看，那得分人，如果因为父辈攒下了自己

甚至子孙花不完的财产，如果因为自己

是什么二代，感觉赚钱很容易，如果这样

的群体占了大头，那岂不是社会的悲

哀？社会向前，需要一拨拨新生人力投

入社会，在增加社会财富中获得自身价

值，而不能看父辈已经创造了多少财富，

躺在既得利益中“放飞人生追求兴趣”，

这样的人越多，社会活力越差，社会向前

的动力越弱。

有人说发达国家进入慢社会、软社

会，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其实很多不

是找不到工作，而是不愿意工作。中国

有今日的发展奇迹，靠的是普通劳动者

在工作岗位上创造了一茬茬的财富。当

95 后慢就业成为趋势，就业问题也许构

成不了理由，但当毕业生不愿意就业而

推迟就业，堆积待消化劳力只会宣告下

一年的情况更严峻。我们得分析，究竟

有多少慢就业的毕业生来自既得利益家

庭，当这样的家庭太多，当未来寄生的年

轻人太多，慢就业真不是什么时髦词汇，

而是巨大的社会负担。

在此也奉劝那些家庭一般的学生，

别被“95后慢就业”麻痹了工作紧迫感和

热情，别人有资本慢就业甚至不就业，我

们的家庭还等着我们担起成年人的负担

呢。 （程振伟）

慢就业是指一些

大学生毕业后既不打算

马上就业，也不打算继

续深造，而是暂时选择

游学、支教、在家陪父母

或者创业考察，慢慢考

虑人生道路的现象。据

统计，中国越来越多的

“90后”年轻人告别传统

的“毕业就工作”模式成

为“慢就业族”。

◆新闻小词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