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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涛

就业与疫情令我国社会压力交织，各

界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疫情冲击下高校毕

业生的就业问题。疫情前后，高校应届毕

业生就业期待地、就业期待薪酬、就业期

待单位性质、就业期待行业、就业期待职

业类别是否发生了变化？

笔者领衔的教 育 部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重

点 研 究 基 地 东 北 师 范 大 学 中 国 农 村 教 育

发 展 研 究 院 “ 疫 情 期 间 我 国 高 校 毕 业 生

就 业 情 况 综 合 调 查 ” 课 题 组 ， 试 图 回 答

上述问题。

课题组与长沙云研科技有限公司、北

京新锦成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合作，于高校

应届毕业生重要的毕业季——2020 年 4 月

到 6 月，对全国 34 个省级 行 政 区 高 校 应

届毕业生展开随机 抽 样 调 查 ， 共 回 收 学

生 样 本 数 13767 个 ， 有 效 样 本 数 13738
个 。 本 次 调 研 对 象 包 纳 了 18 至 50 岁 的

年 龄 群 体 ， 有 87%的 样 本 量 集 聚 于 21-
24 岁 年 龄 段 。 大 专 毕 业 生 、 本 科 毕 业

生 、 硕 士 及 以 上 研 究 生 分 别 有 1660
人 、 11395 人 和 683 人 。 应 届 毕 业 生 样

本 数 据 所 在 大 学 包 纳 了 一 流 大 学 建 设

高 校 （2.10%）、 一 流 各 类 学 科 建 设 高 校

（2.30%）、 全 国 重 点 高 校 （2.50%）、 省

属 重 点 高 校 （19.00%）、 普 通 本 科 高 校

（68.90%） 和高职高专 （5.10%）。

就业重心总体下移
二线城市成最潜在的赢家

总体上看，新冠肺炎疫情前后我国高

校应届毕业生理想的就业期待地变化差异

不大，但内部结构性波动较大，就业期待

地重心略有下移。疫情前就业期待地选择

比 例 由 高 到 底 依 次 为 二 线 城 市

（31.42%）、新一线城市 （29.15%）、地级

市 （18.07%）、一线城市 （14.11%）、县城

（5.67% ） 、 乡 镇 （1.09% ） 和 村 屯

（0.20%），疫情后就业期待地选择比例由

高到底依次为二线城市 （32.13%）、新一

线城市 （28.39%）、地级市 （19.66%）、一

线 城 市 (11.56% )、 县 城 （6.50%）、 乡 镇

（1.09%）、村屯 （0.17%）。

疫情前后选择二线城市、地级市、县

城作为理想的就业期待地比例略有上涨，

上涨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地级市、县城、

二线城市。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村屯

的选择比例略有下降，选择乡镇的比例持

平。可见，疫情前后我国高校应届毕业生

就业期待地重心略有下移，就业期待地流

出和流入比例相对最高的是一线城市和地

级市。

课题组对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期待地

选择内部变化进一步展开研究，发现疫情

前后就业期待地一致性选择由高到低依次

为 ： 二 线 城 市 、 地 级 市 、 新 一 线 城 市 、

县 城 、 一 线 城 市 、 乡 镇 和 村 屯 。 其 中 ，

变 动 率 相 对 最 高 的 是 疫 情 前 选 择 村 屯 的

应 届 毕 业 生 ， 他 们 中 有 65.22%的 比 例 疫

情 后 发 生 了 变 动 ， 变 动 者 中 有 46.67%的

比 例 另 选 了 二 线 城 市 ， 有 20.00%另 选 了

县 城 ； 其 次 则 是 疫 情 前 选 择 港 澳 台 地 区

的 应 届 毕 业 生 ， 疫 情 后 他 们 中 有 37.50%
的比例选择了新一线城市。

在 就 业 期 待 地 为 地 级 市 以 上的城市

中，变动率由高到低依次为一线城市、新

一线城市、地级市和二线城市，其中一线

城 市 流 向 最 高 的 是 新 一 线 城 市 和 二 线 城

市，新一线城市流向最高的是二线城市和

地级市，二线城市流向最高的是地级市和

二线城市，地级市流向最高的是二线城市

和县城。

总体而言，二线城市是疫情前后高校

应届毕业生就业期待地选择意愿中波动最

小、稳定性最强、流出最少但流入意愿又

相对较高的就业期待地。可见，疫情使高

校应届毕业生就业重心总体的下移同时，

二线城市成为应届高校毕业生期待就业地

选择意愿上下变动中最潜在的赢家。

就业期待薪酬变化不大
八成以上集中在 3001-8000 元

疫 情 前 我 国 高 校 应 届 毕 业 生 就 业 期

待 薪 酬 为 1000-3000 元 、3001-5000 元 、

5001-8000 元 、 8001-10000 元 、 10001-
15000 元 、 15000 元 以 上 的 比 例 分 别 是

4.48% 、 40.11% 、 41.77% 、 9.54% 、

2.20% 、 1.90% ， 疫 情 后 该 比 例 分 别 是

4.37% 、 41.84% 、 39.88% 、 9.17% 、

2.38%、2.35%。 可 见 ， 期 待 薪 酬 的 总 体

变 化 差 异 不 大 ， 八 成 以 上 的 应 届 毕 业 生

期待薪酬在 3001-8000 元之间。

课 题 组 对 高 校 应 届 毕 业 生 就 业 期 待

薪 酬 选 择 的 内 部 结 构 性 变 化 展 开 研 究 ，

发 现 疫 情 前 后 毕 业 生 就 业 期 待 薪 酬 稳 定

性 由 高 到 底 依 次 为 15000 元 以 上

（90.37% ）、 3001- 5000 元 （82.05% ）、

5001-8000 元 （75.76%）、8001-10000 元

（61.39% ）、 1000- 3000 元 （61.21% ）、

10001-15000 元 （60.32%）。 疫 情 前 就 业

期 待 薪 酬 为 15000 元 以 上 的 毕 业 生 疫 情

后 依 然 选 择 15000 元 以 上 的 比 例 最 稳

定 ， 其 一 致 性 达 到 了 九 成 以 上 ； 疫 情 前

就 业 期 待 薪 酬 为 8001-15000 元 、1000-
3000 元 的 毕 业 生 中 近 四 成 疫 情 后 期 待 薪

酬 发 生 了 改 变 ， 变 动 比 例 最 高 、 稳 定 性

最 差 。 其 中 ， 波 动 幅 度 最 集 聚 的 是 就 业

期 待 薪 酬 为 1000-3000 元 的 毕 业 生 ， 尽

管 有 38.79%该 组 毕 业 生 疫 情 后 对 就 业 期

待 薪 酬 做 了 另 选 ， 但 另 选 者 中 高 达

83.42%的 比 例 选 择 了 3001-5000 元 ， 另

选的集聚性程度最高。

占 八 成 以 上 的 应 届 毕 业 生 就 业 期 待

薪 酬 是 3001-8000 元 ， 因 此 需 重 点 关 注

这 个 区 间 内 疫 情 前 后 期 待 薪 酬 的 波 动 情

况 。 课 题 组 研 究 发 现 ： 除 疫 情 前 就 业 期

待 薪 酬 为 3001-5000 元 的 毕 业 生 以 外 ，

疫 情 后 就 业 期 待 薪 酬 另 选 为 3001-5000
元 的 其 他 组 毕 业 生 ， 由 高 到 低 依 次 是 疫

情 前 就 业 期 待 薪 酬 为 1000- 3000 元

（32.36% ）、 5001- 8000 元 （17.45% ）、

10001- 15000 元 （1.98%）、 8001- 10000
元 （1.37%）、15000 元 以 上 （0.92%） 的

毕 业 生 。 就 业 期 待 薪 酬 另 选 5001-8000
元的其他组毕业生，由高到低依次是疫情

前 就 业 期 待 薪 酬 为 8001- 10000 元

（28.18%）、3001-5000 元（13.23%）、1000-
3000 元 (3.31%)、10001-15000 元（3.17%）、

15000 元以上（1.38%）的毕业生。

同 理 ， 疫 情 后 就 业 期 待 薪 酬 另 选

1000-3000 元 的 其 他 组 毕 业 生 ， 由 高 到

低 依 次 是 疫 情 前 就 业 期 待 薪 酬 为 3001-
5000 元 （3.72% ） 、 15000 元 以 上

（1.38%）、 5001-8000 （0.23%）、 8001-
10000 （0.18% ） 、 10001- 15000

（0.00%）。 疫 情 后 就 业 期 待 薪 酬 另 选

8001-10000 元 的 其 他 组 毕 业 生 ， 由 高 到

低依次是疫情前就业期待薪酬为 10001-
15000 元 （24.21% ） 、 5001- 8000 元

（5.81%）、15000 元以上 （2.29%）、1000-
3000 元 （0.97% ） 、 3001- 5000 元

（0.67%） 的 其 他 组 毕 业 生 。 疫 情 后 就 业

期 待 薪 酬 另 选 为 10001-15000 元 的 其 他

组 毕 业 生 ， 由 高 到 低 依 次 是 疫 情 前 就 业

期 待 薪 酬 为 8001- 10000 元 （7.23%）、

15000 元 以 上 （3.67%）、 1000- 3000 元

（0.78%）、5001-8000 元 （0.46%）、3001-
5000 元 （0.17%）。 疫 情 后 就 业 期 待 薪 酬

另 选 15000 以 上 的 其 他 组 毕 业 生 ， 由 高

到 低 依 次 是 疫 情 前 就 业 期 待 薪 酬 为

10001-15000 元 （10.32%）、 8001-10000
元 （1.65%）、 1000- 3000 元 （1.36%）、

5001- 8000 元 （0.29%）、 3001- 5000 元

(0.15%)的其他组毕业生。

高校应届毕业生疫情前后就业期待薪

酬总体保持较高稳定性的同时，依然呈现

出疫情后明显的就业期待薪酬中间集聚效

应。在疫情前后发生期待薪酬变动的毕业

生中，以 5000 元为界，疫情前低于 5000
元 就 业 期 待 薪 酬 的 毕 业 生 疫 情 后 主 要 向

5000 元递增，而疫情前高于 5000 元就业

期待薪酬的毕业生疫情后主要向 5000 元

递减。

单位变动呈现“理性化”
以“亲缘性”变动为主

疫情前我国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期待

单位性质选择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国有企

业 （22.24%）、中初教育单位 （18.44%）、

医 疗 卫 生 单 位 （13.17%）、 党 政 机 关

（9.35%）、民营企业 （9.21%）、其他事业

单位 （8.50%）、高等教育单位 （8.38%）、

三资企业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

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4.90%）、

科 研 设 计 单 位 （4.18%）、 城 镇 社 区

（0.72%）、 部 队 （0.59%） 和 农 村 建 制 村

（0.33%）。疫情后选择比例由高到低依次

为 国 有 企 业 （21.61%）、 中 初 教 育 单 位

（18.90%）、医疗卫生单位 （13.21%）、党

政机关 （9.84%）、民营企业 （9.34%）、其

他 事 业 单 位 （8.92%）、 高 等 教 育 单 位

（7.87%）、 三 资 企 业 （中 外 合 资 经 营 企

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

业，4.29%）、科研设计单位 （3.67%）、城

镇社区 （1.13%）、部队 （0.86%） 和农村

建制村 （0.36%）。

总体来看，疫情前后高校应届毕业生

就业期待单位性质具有稳定性和一致性，

期待就业单位性质为国有企业、高等教育

单位、三资企业、科研设计单位的毕业生

比例略有下降，期待就业单位性质为中初

教育单位、医疗卫生单位、党政机关、民

营企业、其他事业单位、城镇社区、部队

和农村建制村的毕业生比例略有增加，但

变化并不显著。

透视应届毕业生疫情前后就业期待单

位性质选择的内部结构，课题组发现就业

期待单位性质稳定性由高到底依次为医疗

卫生单位、中初教育单位、党政机关、国

有企业、高等教育单位、其他事业单位、

民营企业、科研设计单位、三资企业、城

镇社区、部队、农村建制村。其中，疫情

前后应届毕业生就业期待单位稳定性最差

的 是 农 村 建 制 村 ， 疫 情 后 有 65.79%的 毕

业生另选了就业期待单位，主要流向由高

到低依次为城镇社区、国有企业、党政机

关、中初教育单位等；42.65%疫情前期待

选择部队的毕业生疫情后由高到低主要流

向 了 党 政 机 关 、 中 初 教 育 单 位 、 国 有 企

业、高等教育单位等。

总体而言，高校应届毕业生疫情前后

就 业 期 待 单 位 性 质 变 动 呈 现 出 “ 理 性

化 ” 特 征 ， 变 动 以 “ 亲 缘 性 ” 的 单 位 性

质 变 动 为 主 ， 如 25.63%疫 情 前 选 择 国 有

企 业 为 期 待 就 业 单 位 的 毕 业 生 ， 变 动 期

待 单 位 性 质 主 要 是 流 向 了 民 营 企 业 ；

33.27%疫 情 前 选 择 民 营 企 业 为 期 待 就 业

单 位 的 毕 业 生 ， 变 动 期 待 单 位 性 质 主 要

是 流 向 了 国 营 企 业 ；12.40%疫 情 前 选 择

中 初 教 育 单 位 为 期 待 就 业 单 位 的 毕 业

生 ， 变 动 期 待 单 位 性 质 主 要 是 流 向 了 其

他 事 业 单 位 和 高 等 教 育 单 位 ；28.75%疫

情前选择高等教育单位为期待就业单位的

毕业生，变动期待单位性质主要是流向了

中初教育单位。

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波动最小
房地产、住宿和餐饮业稳定性垫底

我国高校应届毕业生疫情前就业期待

行 业 选 择 比 例 由 高 到 低 依 次 为 教 育

（32.48%）； 卫 生 和 社 会 工 作 （13.14%）；

金融业 （8.88%）、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8.15%）；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 （7.04%）； 制 造 业 （5.67%）； 公 共 管

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4.87%）；科学

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2.97%）；电力、热力、

燃 气 及 水 生 产 供 应 业 (2.84%)；农、林、牧、

渔 业 (2.39%)；建 筑 业 (2.17%)；批 发 与 零 售

业 (1.90% )；交 通 运 输 、仓 储 和 邮 政 业

(1.61%）；住宿和餐饮业(1.47%)；水利、环境

和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1.13% )；房 地 产 业

（0.7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0.71%）；军队

(0.69% )；居 民 服 务 、修 建 和 其 他 服 务 业

(0.48%)；采矿业(0.35%)；国际组织(0.27%)。
疫 情 后 由 高 到 低 依 次 为 教 育

（33.23%）； 卫 生 和 社 会 工 作 （13.42%）；

信 息 传 输 、 软 件 和 信 息 技 术 服 务 业

（8.11%）；金融业 （7.85%）；文化、体育

和娱乐业 （6.36%）；公共管理、社会保障

和社会组织 （5.72%）；制造业 （5.59%）；

电 力 、 热 力 、 燃 气 及 水 生 产 供 应 业

（3.02% ）； 科 学 研 究 和 技 术 服 务 业

（2.81%）； 农 、 林 、 牧 、 渔 业 （2.37%）；

建 筑 业 （2.02% ）； 批 发 与 零 售 业

（1.87%）； 交 通 运 输 、 仓 储 和 邮 政 业

(1.56%）； 住 宿 和 餐 饮 业 （1.23%）； 水

利 、 环 境 和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1.13%)； 军

队(0.91%)；房地产业 （0.74%）；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 （0.67%）；采矿业 （0.55%）；居

民服务、修建和其他服务业 （0.54%）；国

际组织 （0.31%）。

总 体 而 言 ， 疫 情 前 后 变 化 不 大 。 教

育，卫生和社会工作，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是最受应届高校毕业生欢迎的前五

项 就 业 期 待 行 业 选 择 。 租 赁 和 商 务 服 务

业，采矿业，居民服务、修建和其他服务

业，国际组织是应届高校毕业生后四项就

业期待行业选择。

课题组分析我国高校应 届 毕 业 生 疫

情 前 后 就 业 期 待 行 业 选 择 的 内 部 结 构 ，

发 现 就 业 期 待 行 业 稳 定 性 由 高 到 底 依 次

为 ： 卫 生 和 社 会 工 作 ， 教 育 ， 信 息 传

输 、 软 件 和 信 息 技 术 服 务 业 ， 制 造 业 ，

金 融 业 ， 电 力 、 热 力 、 燃 气 及 水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 公 共 管 理 、 社 会 保 障 和 社 会 组

织 ， 水 利 、 环 境 和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 文

化、体育和娱乐业，建筑业，科学研究和

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农、林、牧、渔业，军队，国际组织，居民服

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采

矿 业 ，租 赁 和 商 务 服 务 业 ， 住 宿 和 餐 饮

业，房地产业。

疫情前后就业期待行业稳定性相对较

差的房地产业、 住 宿 和 餐 饮 业 以 及 租 赁

和 商 务 服 务 业 ， 疫 情 后 毕 业 生 另 选 教

育 ， 金 融 业 ， 信 息 传 输 、 软 件 和 信 息 技

术 服 务 业 这 3 个 行 业 的 比 例 相 对 更 高 。

而 教 育 、 卫 生 和 社 会 工 作 行 业 成 为 疫 情

前 后 波 动 最 小 、 稳 定 性 最 强 、 流 出 最

少 ， 但 流 入 意 愿 又 相 对 最 高 的 应 届 毕 业

生就业期待行业。

营销类型岗位稳定性最差
职能类型岗位最受欢迎

疫情前应届毕业生期待的职业类别选

择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职能类型岗位 （如

行政、人事、财务等，37.53%）、其他类

型岗位 （17.56%）、技术研发岗位 （如研

发工程师、测试等，15.32%）、管理类型

岗位 （9.95%）、运营策划岗位 （如运营、

产 品 、 设 计 等 ，8.58%）、 服 务 类 型 岗 位

（如客服、服务员、店员等，3.28%）、生产操

作岗位（如职业业生产岗位等，3.13%）。疫

情后和疫情前完全一致，选择比例由高到

低依次为职能类型岗位（37.65%）、其他类

型岗位（18.08%）、技术研发岗位（14.67%）、

管 理 类 型 岗 位（9.79%）、运 营 策 划 岗 位

（8.40%）、服务类型岗位 （3.53%）、生产

操作岗位 （3.18%）。

疫 情 后 毕 业 生 期 待 的 职 业 类 别 岗 位

中，职能类型岗位、其他类型岗位、营销

类型岗位、服务类型岗位、生产操作岗位

的选择比例略有增长，技术研发岗位、管

理类型岗位、运营策划岗位的选择比例略

有减少，但变化依然不显著。

疫情前后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期待职

业类别的稳定性由高到低依次为：其他类

型岗位、职能类型岗位、技术研发岗位、

运营策划岗位、管理类型岗位、服务类型

岗位、生产操作岗位、营销类型岗位。其

中，营销类型岗位的稳定性最差，42.96%
疫情前选择该项的毕业生，疫情后另选的

期待职业类别岗位由高到低主要依次为：

职能类型岗位、技术研发岗位、运营策划

岗位、管理类型岗位。职能类型岗位是疫

情前后最受应届毕业生欢迎的职业类别，

无论是就业期待职业类别选择的绝对数，

还是稳定性，抑或疫后对毕业生的流入吸

引率都是最高的。

（作者为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国家万
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编者：我们希望这里是真正的圆桌会

议，尽量接近理性，尽量远离口水，尽量富

于建设性，谈论那些从胎教开始就争论不

休的教育问题。为此，我们拉出一张“教育

圆桌”。

jiaoyuyuanzhuo@sina.cn，等你发言。

疫情前后我国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期待变化了吗

□ 张道明

前不久，《中国青年报》 教育圆桌

版 刊 发 了 《套 路 作 文 能 应 付 当 下 考 试

却应付不了将来的生活》 一文，身为一

线教师的笔者可谓感同身受。

文章讲了当下一种普遍的作文教学

现象：教师按某种套路刻板地教学生写

作，这种教法通常会让教师的语文成绩

在全县名列前茅。

笔者不禁想起某位资深教师讲的一

个 故 事 ： 某 优 秀 教 师 作 文 教 学 “ 秘

笈”：要求每个学生必须熟背 3 篇经典

范文，写人的、记事的、写景的，考场

上只要稍加改头换尾，变一下题目，即

可。这种教法遭到了学校语文老师的诟

病与不屑。但想不到，这位教师期末语

文考试成绩却大获全胜。后来，该校开

始 用 这 位 优 秀 教 师 的 作 文 教 学 “ 秘

笈”，全校语文期末考试成绩果然大丰

收，皆大欢喜。

其 实 ， 套 路 作 文 、 模 板 作 文 的 现

象，并非今天才有。几年前，笔者就曾

撰文，指出小学生作文存在模块化、虚

假化、拼凑化 3 种不良现象，然而时至

今日并未见好，反而愈演愈烈。

事实上，很多教师知道模板作文不

好，缺失了学生的思想情感，更没有与

现实生活发生联系，只是记忆的重现，

复制他人的思想。正如 《套路作文能应

付当下考试 却应付不了将来的生活》

作者所言：套路作文，就像市场里的假

花 ， 虽 然 看 上 去 绚 丽 多 彩 ， 但 没 有 芬

芳，没有生机，没有灵气；套路作文，

更像商场里的塑料模特，那脸蛋，那身

段，几乎无可挑剔，却是没有血肉，没

有温度和灵魂的躯壳。

一方面语文教师内心深处不认同这

种“秘笈”，另一方面阅卷场上又不由

自主地给套路作文打高分，回到教学实

践 中 使 劲 地 这 样 教 套 路 、 教 模 板 。 这

样，作文教学就陷入了怪圈。

套路作文、模板作文在现实中很受

用，能让师生暂时获得短期效用，但是

对 学 生 的 戕 害 却 是 不 容 忽 视 的 。 经 过

12 年 的 模 板 、 套 路 作 文 训 练 ， 致 使 学

生对生活缺乏深刻的体验，对语言文字

的敏感钝化，思维能力严重蜕化，大脑

成为他人的跑马场。为什么现在的学生

思想肤浅，思维缺乏深度，缺失批判精

神，这恐怕与模板套路作文训练脱不了

干系。陶行知先生告诫我们：千教万教

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教写作

就是在教做人。毋庸置疑，这种写假作

文、伪写作对学生做人是一种误导，不

利于诚信品质的培养。

教师对套路模板作文教学“秘笈”

趋之若鹜，奉为真经，其根本原因是功

利性太强，因为有个无形的风向标在那

里，只有努力紧跟风向标，才会在现实中

获得想要的东西。换言之，这样教学生会

获得好分数，让自己在评优晋级中占得

先机。只有风向标变了，变得更符合作文

的本质，教学行为才能改观，才会把奉

为教学真经的“秘笈”，弃之如敝履。

什么是好作文呢？“作文就是用笔

来说话。作文要说真话，说实在的话，

说 自 己 的 话 ， 不 说 假 话 、 空 话 、 套

话 。” 这 是 叶 圣 陶 的 答 案 。 笔 者 以 为 ，

就是以学生的视角观察生活，以学生的

语 言 表 达 学 生 眼 中 的 世 界 、 心 中 的 情

感。作文应该是作者真情实感的自然流

露，而不是他人声音的扩音器、思想的

复印机、情感的刻录盘。

人需要生活，但不是为了活而活。

作文不应只是“应付考试”，为了应付

眼下生活需求，而是为了言语生命的创

造，构筑精神的殿堂。套路模板作文可

以让学生获得高分，但不能让学生在生

活中获得诗意，更不能帮助学生筑起精

神的殿堂。

当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评判作文

的标准，彻底摒弃套路作文、模板作文

的思维模式，教学生说真话，表真情，我

手写我心。如此作文才能成为学生心灵

的舞蹈，情感的宣言，生命的歌吟，精神

的栖居地，而不是他人思想的传声筒。

（作者为四川省宜宾市屏山县学苑
街小学教师）

数据挖掘

9 月 26 日，河南省洛阳市，第八届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河南站巡回招聘会洛阳专场在河南科技大学举行，求职者现场找工作。据悉，这是洛阳市今年以来举行的最大规模的现
场招聘会。 视觉中国供图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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