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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品芝

近日，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

彰大会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

调，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社

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

劳动模范是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模，是共

和国的功臣。你为自己是劳动者而感到光

荣吗？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

合 问 卷 网 （wenjuan.com）， 对 2019 名

18-35 岁青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4.1%
的 受 访 青 年 会 为 自 己 是 劳 动 者 而 感 到 光

荣，92.8%的受访青年相信通过勤劳奋斗可

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94.1%受访青年会为自己
是劳动者而感到光荣

山西省太原市市民杨玉惠（化名）说，

劳动光荣是父辈最坚定的想法，他们都是

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奋斗出来的。当下

社会，虽然物质条件比以前好了很多，但更

要牢记这样的理念。“可能劳动的含义发生

了变化，以前是为了解决温饱，现在是要心

怀理想，通过奋斗创造出一片天地，达到精

神层面的满足”。

调查中，86.1%的受访青年认同“劳动

最光荣”，3.4%的青年不认同，10.5%的青年

表示要看是什么劳动。

山西晋城高中教师周洋认为，劳动贯

穿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个人坚守岗

位就是在劳动。作为一名教师，将自己所学

传授给学生，看着他们成长成才，我感到非

常骄傲。“每天的工作真的很辛苦，经常早

出晚归。一遍遍地备课、讲课、批改作业，将

学生一届一届地带出来，送到高校去。干一

行爱一行，站在了神圣的讲台上，我一定会

为每一个学生负责”。

在 陕 西 西 安 建 筑 行 业 工 作 的 孙 骁 骁

（化名），刚工作的时候非常迷茫，“我一个

女孩子，一毕业就来到工地上班。每天在尘

土飞扬的工地上，跟各个工程环节的人员

打交道，一度想要放弃，但最后还是坚持了

下来。”孙骁骁说，只要踏实肯干，一步一个

脚印，总会出成绩的。

94.1%的受访青年会为自己是劳动者

而感到光荣。

“深圳飞速发展几十年，可以说，今天

的经济奇迹，离不开千千万万年轻人的勤劳

奋斗。”在深圳工作的秦洁（化名）感觉，在大

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的青年非常辛苦。很多

人都可以称为新时代的劳模，工作强度非常

大，也非常敬业，不停地加班、出差，有时在飞

机上都在写报告。

秦洁认为，新时代对劳动者有了更高

的要求，不但要有热爱劳动的精神，还要与

时俱进、精益求精。因为这是一个不断发展

的时代，年轻人要学好本领、创新思维，用

自身的学识和技能来报效祖国。

94.4%受访青年认同勤劳
奋斗的人生更幸福

调查中，92.8%的受访青年相信通过勤

劳奋斗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杨玉惠说，以前很多人靠炒房挣钱，房

子一倒手就能获得财富，但现在国家多次强

调“房住不炒”且坚决执行，房价稳定了，各种

投机的渠道堵住了，也会有更多年轻人通过

勤劳奋斗来实现理想，踏踏实实地学文化、

长本领。“时代在发展，整个社会给年轻人提

供的机遇更多了，只需要踏实奋斗，努力了

坚持了就会有回报，但如果只是浮躁地想要

靠投机挣钱，就会得不偿失”。

本次调查中，94.4%的受访青年认同勤

劳奋斗的人生更幸福。

“努力是会看到结果的，是能得到自己想

要的，这对年轻人来说是一个正向的激励。”秦

洁说，多做一个项目就能有更高的绩效，多研

究一些，写出来的报告就会更深入、更有影响

力。当你发现周围人都已经是某些领域的专

家了，自己还在原地踏步，就会很有危机感。

工作几年后，周洋靠着自己的努力在

城市扎了根，“我把在农村的父母接过来一

起住，每天认真工作、孝敬长辈，我感到非

常满足”。

孙骁骁现在已经能够熟练地跟完一整

个工程项目，“看着参与的项目一个个拔地

而起，那种成就感是他人难以体会的”。

“奋斗的人会珍惜每一寸时光，不蹉跎

岁月，肯定更幸福。”杨玉惠觉得，在低头努力

的时候也要抬头看路。眼光得放得长远一

些，不能只顾眼前，对人生、家庭都要有规划。

受 访 者 中 ，00 后 占 13.5% ，90 后 占

59.4%，80 后 占 27.1%。男 性 占 44.0%，女 性

占 56.0%。高 中 以 下 学 历 的 占 0.9%，高 中/
中 专 的 占 7.2%，大 专/高 职 的 占 24.5%，本

科的占 64%，研究生的占 3.4%。

超九成受访青年认同勤劳奋斗的人生更幸福
94.1%青年会为自己是劳动者而感到光荣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园春
实习生 洪静澜

作为一档专业舞蹈创编竞技综艺，《舞

蹈风暴》第一季和正在播出的第二季，豆瓣

评分分别高达 9.2 分、9.4 分，以丰富的舞蹈

元素、专业的舞蹈技术深受年轻人的喜爱。

近 些 年 ，年 轻 人 在 线 下 观 看 舞 蹈 演 出、舞

剧、音 乐 会 等 的 热 情 也 有 了 很 大 提 高 。如

今，这类“小众”艺术已经不再“小众”。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

合问卷网（wenjuan.com），对 1978 名 18-35
岁青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日常生活中，

受 访 青 年 最 常 观 看 的 表 演 是 舞 蹈 和 音 乐

会。87.5%的受访青年感到，近些年年轻人

的“文化消费”升级了。

受 访 青 年 线 下 最 常 观 看
的表演是舞蹈和音乐会

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李璇（化名）超级

喜欢看《舞蹈风暴》这档节目。“选手都是专

业出身，很多都有各大院团首席或冠军的

身份。观众不光能欣赏美的舞蹈，更像在看

‘神仙打架’，有一种艺术交流的性质。节目

打破了舞种界限，不仅有多舞种融合，更有

创新。”李璇说，节目让观众有了难得的单

纯欣赏和了解舞蹈的机会。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周

星表示，年轻人欣赏某一类节目，反映了他

们对于一种文化的需求。“线上的需求会推

动他们进行线下的关注与消费”。

调查中，74.8%的受访青年都看过《舞

蹈风暴》这档综艺节目。看过节目的青年观

众中，82.9%都表示喜欢看。

62.8%的受访青年表示，之所以喜欢看

这档节目，是因为能观看专业顶尖舞者同

台竞技，59.6%的受访青年表示可以了解和

欣赏不同舞蹈种类和风格。

李璇平时经常会去看话剧、音乐剧。前

不久，她刚看了开心麻花的《醉后赢家》《恋

爱吧！人类》。在她看来，剧场艺术是“一次

性艺术”，没有重来，一条到底，特别考验演

员的功底和现场发挥，“很多演员的现场魅

力深深吸引到我。现在好剧本越来越多，希

望会有更多机会去现场感悟和享受”。

北京某高校大二学生吴嘉伟（化名），

平时对话剧、音乐剧关注比较多，“这种现

场表演，演员服装、舞台效果等都非常美，

令人赏心悦目。而且很多剧的内容都非常

有深意，值得观众去思考”。

刘璐今年读大三，非常喜爱京剧。最近

看了一场京剧传统剧目《红鬃烈马》，讲述

的是薛平贵与王宝钏的爱情故事。“剧情凝

练，前后跨度 18 年，还融合了不少武打技

巧和唱腔技巧的展示，非常值得一看”。

平时生活中，年轻人经常关注和观看

哪些表演？调查中，舞蹈（57.7%）和音乐会

（50.1%）的选择比例超过半数。其他还有：

舞剧（38.1%）、音乐剧（36.6%）、曲艺类表演

（28.4%）、话剧（21.4%）、歌剧（20.9%）。

大家观看艺术表演能收获什么？60.2%
的受访青年认为能得到艺术气质的熏陶，

59.2% 的 受 访 青 年 表 示 能 够 放 松 身 心 ，

50.6%的受访青年能在精神上获得满足。其

他主要还有：欣赏水准的提高（47.0%），缓

解焦躁情绪（32.4%）。

87.5% 受 访 青 年 感 到 ，近
些 年 年 轻 人 的“ 文 化 消 费 ”升
级了

“我身边不少朋友也都喜欢看音乐剧、

话剧、舞剧等，大家互相推荐，一起讨论。我

感觉最近一两年看的音乐剧，上座率基本

都在 80%以上，年轻人挺多的。”李璇说。

87.5%的受访青年感到，近些年，年轻人

的“文化消费”升级了。交互分析发现，越在基

层感受越明显，城镇或县城的受访者选择比

例最高（90.0%），其次是三四线城市（88.8%）。

周星分析，从一定程度上说，年轻人文

化消费的确有所升级。同时，创作者、媒介

机构、节目提供商等供给侧对文化的感知、

认知也升级了，打破了以往偏向娱乐化、商

业化的态势，使得青年文化消费需求进一

步得到了催发。

吴嘉伟分析，年轻人的“文化消费”升

级，一是现在娱乐休闲更加多样化，年轻人

涉猎广了；二是大家更注重精神上的充实，

经济水平的提高让人们更愿意从线上走到

线下；三是我们社会文化素养普遍提高，对

文化消费的需求也就更大；四是国家对于

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推动，以及几档综

艺节目的促进。

刘璐感到，社交媒体在年轻人看剧看

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看

完后去某平台发感言、打卡，既标记了悠

闲优雅的生活，又能吸引到更多志同道合

者的关注，还显得自己有欣赏水准”。

至 于 年 轻 人 欣 赏 水 准 提 高 的 原 因 ，

69.2%的受访青年认为是家庭更加重视子

女才艺的投资，激发兴趣，66.8%的受访

青 年 指 出 年 轻 人 更 注 重 追 求 精 神 生 活 享

受，51.3%的受访青年认为是素质教育的

结果。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

鹏举认为，文化消费提升的现象，反映出

我国文化市场的成熟和繁荣，也体现了人

们整体文化自信的提升。“最近几年人们对

于成语诗词、戏曲等传统文化内容有了更

明显的偏好，成为一种消费时尚”。他还提

到，现在年轻人整体文化素养确实有了很

大的提升。“比起他们的父辈，90后、00后

接受的教育更全面系统，文化教育也更均

衡。在此基础上，他们的文化消费会更自

觉、更具有个性”。

受访青年中，男性占 46.0%，女性占

54.0%。生活在一线城市的占 35.6%，二线

城 市 的 占 47.1%，三 四 线 城 市 的 占 15.3%，

城镇或县城的占 1.5%，农村的占 0.5%。

87.5%受访青年表示“文化消费”升级了
受访青年最常观看的表演是舞蹈和音乐会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品芝

近日，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

彰大会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指出，

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贯通大

中 小 学 各 学 段 和 家 庭 、 学 校 、 社 会 各 方

面。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

合 问 卷 网 （wenjuan.com）， 对 2019 名

18- 35 岁 青 年 进 行 的 一 项 调 查 显 示 ，

96.0%的受访青年觉得对青少年加强劳动

教育重要。

“朋友圈有人转发了一个视频，是在

一所小学里做的实验。把拖把和簸箕横放

在教室门口，挡着路，进教室的第一个小

孩看到后踢开了，第二个小孩也是直接走

过去，全班人都进入教室后，依然没有人

把拖把和簸箕拿起来。”在深圳工作的秦

洁 （化名），孩子今年 6 岁了，她对这个

视频特别有感触，“我想如果把这个实验

拿到我儿子的班上来做，结果可能也不会

太 好。 现 代 社 会 培 养 了 很 多 ‘ 小 天 才 ’，

他 们 的 世 界 被 各 种 高 深 的 知 识 、 技 能 填

充，但如果不重视劳动，四肢不勤五谷不

分，也是不行的”。

山西省太原市市民杨玉惠 （化名） 认

为，劳动教育从学龄前儿童就要开始，现

在有些学校规定，学生回家都要做家务，

这 样 的 要 求 很 好 ， 要 通 过 劳 动 培 养 责 任

感。从而增强劳动的能力，学会生活的基

本技能，体会到生活本来的样子。

加强青少年的劳动教育，70.5%的受

访青年建议注重培养青少年的生活自理能

力 ，65.4%的 受 访 青 年 期 待 开 展 相 应 课

程 ， 把 劳 动 教 育 纳 入 人 才 培 养 全 过 程 ，

64.3%的受访青年希望多鼓励青少年参加

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61.8%的受访

青年认为家庭要给孩子安排力所能及的家

务活，41.2%的受访青年希望切实提高劳

模待遇和社会地位，形成人人尊敬劳模的

社会氛围。

“小孩子不劳动就感受不到劳动有多

辛苦，饭不好吃就不吃，把玩具扔得到处

都 是 。” 秦 洁 很 主 张 让 孩 子 劳 动 ， 她 认

为，没有经过劳动的过程，孩子就根本不

懂得珍惜、不知道感恩。“我有时会带着

宝宝做饭，让他来洗菜切菜，他就吃得很

香，因为这是他自己做的，他会对每样东

西都有更深的体会。通过劳动，对生命自

然会有更深的连接感和体会”。

山西晋城高中教师周洋感觉，学校里

的 孩 子 都 很 热 爱 劳 动 ，“ 我 所 在 的 高 中

里，很多都是农村孩子，学校卫生打扫等

体 力 劳 动 ， 大 家 都 非 常 积 极 而 且 做 得 很

好，说明他们平时在家里就有这方面的锻

炼。现在整个中小学、幼儿园阶段，都很

注重孩子的劳动教育，我们会提供更多的

机会让孩子们参与劳动、感受劳动”。

96.0%受访青年认同
加强青少年劳动教育

我 国 正 处 于 人 口 老 龄 化 快 速 发 展 阶

段。人口老龄化将对劳动力、基本养老保

险、医疗、家庭生活等带来一系列影响，

不仅关乎老年人当下的生活，也关乎年轻

人未来的养老。你考虑过自己的养老问题

吗？你在为此作准备吗？扫一扫二维码，

一起来说说吧。

你也可以关注“青年调查”微信公众

号 （微 信 号 ： zqbsdzx）， 点 击 “ 有 奖 调

查”栏目参与调查。填答案有惊喜哦！

奖励说明：我们会在所有答题者中，

抽出 10 名移动幸运读者，每人赠送 30 元

手机充值卡。

“你今年年假休完了吗？”二维码扫码
调查获奖名单

130××××2920 133××××6191
183××××3589 139××××3099
138××××6459 134××××8610
151××××9125 135××××5297
139××××3566 180××××8687

扫二维码 填答问卷 发表意见

你考虑过自己的
养老问题吗？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孙 山

到了年底，一些职场人会赶在年假清

零前，休完本年度的年假。你今年休完年假

了吗？如果年假没休完怎么办？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通

过 问 卷 网（wenjuan.com），对 2007 名 上 班

族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2.1%的受访者没

有 休 完 今 年 的 年 假 ，47.9%的 受 访 者 休 完

了。71.8%的受访者建议完善带薪年假制度

的相关细则。

52.1%受访者没有休完今
年年假

在 北 京 某 国 企 工 作 的 徐 畅（化 名）表

示，单位基本能落实年休假，员工提出后，

只要按照程序审批下来就可以。“不过今年

没有休，年初疫情防控的时候，单位考虑实

际情况缩短了每天的工时，也安排了一些

调休，所以就没有再单独休年假了”。

在北京某金融机构工作的赵雯（化名），

今年只请了3天年假。“本来是计划和男朋友

一起请，但他被安排了项目要加班。我就自

己请了几天假，回老家休息了几天”。

调查中，47.9%的受访者休完了今年的

年假，52.1%的受访者没有休完。75.0%的受

访者表示所在单位能落实带薪年假制度。

交互分析发现，在国家机关和外企的受访

者 ，表 示 能 落 实 带 薪 休 假 的 比 例 较 高

（89.9%），私企比例较低（64.3%）。

“我们单位的年假是按自然年来统计

的，当年没有休就清零了。”徐畅介绍，年初的

时候，会让大家提交一个休年假的意向时

间，“这样方便整体调度安排，家里有小孩的，

一般会在寒暑假休，大家尽量错开轮着休”。

赵雯说，他们到每年第四季度都会非

常忙，虽然没有硬性规定，但没有特殊情况

大家不会在这个时间段请年假。“我们可以

把这一年没有休完的年假，延到下一年第

一季度”。

数据显示，52.1%的受访者表示所在单

位 的 年 假 ，若 当 年 没 有 休 完 会 直 接 清 零 ，

36.9%的受访者表示虽然清零但会支付 3倍

工资，32.2%的受访者表示会延到下一年度。

71.8%受访者建议完善带
薪年假制度的相关细则

在 河 北 从 事 基 层 公 务 员 工 作 的 何 丽

（化名）入职已经 4 年，只休过一次年假。何

丽表示工作繁忙、人手不足是没休年假的

主要原因，“我们部门本来有 4 个人，但经

常不是满员状态，比如有同事休产假，有同

事借调到其他地方。工作负荷比较重，能够

保证双休日就很不容易了”。

在北京某私企从事网络运维工作的康

旭（化名）说，虽然项目之间的空档期不太

忙，适合请年假休息，但实际上很少能真正

放松。“我有一年休年假带爸妈去四川，白

天带他们玩，晚上回酒店还得处理客户的

留言信息”。

“休完年假感觉比平时还累”是康旭不

愿意请年假的一个原因，“我们部门基本一

个人负责一块具体的任务，如果要休假就得

把工作转给其他人，但很可能休假中还会有

事情找自己，回去后还得加好几天班”。

调 查 显 示 ，人 手 不 足 、难 以 休 假

（63.5%）和工作繁忙没有时间休（54.7%）是

影响受访者休年假的主要原因。其他还有：

领 导 不 鼓 励 休 假（40.9%），不 好 意 思 休

（27.7%）等。

刘艳（化名）从事人力资源工作已经有

8 年时间了，在她看来，虽然目前有带薪年

假制度，但各地各单位的落实执行情况都

不一样，“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安排员工的

休假就需要考虑运营成本。在很多时候，员

工只能按照企业的实际情况来”。

康旭觉得，如果企业能够优化过程、提

升效率，保证基本的休假权益，员工工作的

积极性也会更高。

更 好 地 落 实 带 薪 年 假 制 度 ，调 查 中 ，

71.8%的受访者建议完善带薪年假制度的

相关细则，60.6%的受访者建议加强监管，

对落实不力的单位进行处罚，54.1%的受访

者希望所在单位统一安排职工年假，35.9%
的受访者认为要提升劳动者对带薪休假的

重视。

本次调查中，受访者的工作单位类型

分 别 为 ：国 家 机 关/公 务 员（4.9%）、国 企

（25.1%）、事业单位（18.9%）、私企（42.2%）

和外企（6.9%）。

52.1%受访者称今年年假没休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周 易

年底将至，一些职场人开始整理简历，

为跳槽作准备。在今年复杂的就业形势下，

有人把稳定放在首位，放弃跳槽，也有人依

然在行动，寻找更好的机会。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通

过 问 卷 网（wenjuan.com），对 2015 名 职 场

人士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9.8%的受访职

场 人 士 觉 得 今 年 理 想 的 新 工 作 不 好 找 ，

28.4%的受访职场人士觉得好找。85.8%的

受访职场人士认为今年跳槽应该更慎重。

79.2%受访职场人士今年
动过跳槽的念头

调查显示，79.2%的受访职场人士今年

动过跳槽的念头。其中，26.3%的人仅仅停

留 于 想 法 ，11.6%的 人 已 经 放 弃 了 这 个 想

法，付诸行动的为 41.3%。

今年理想的新工作好找吗？调查显示，

28.4%的受访职场人士觉得好找，69.8%的

受访职场人士觉得不好找，1.9%的人表示

不好说。

从工作年限看，工作5-10年的受访者认

为新工作好找的比例最高。从收入看，年收入

20万—30万的受访者认为好找的比例最高。

王昭（化名）今年 8 月从一家地产中介

公司“裸辞”。辞职后，已经 3 个多月没有工

作了，“我想过重新找工作，但又没找到满

意的，就回老家待了一段时间”。

“虽然大家都在说今年就业形势严峻，

但我觉得找工作没有比往年难太多，主要

是 找 一 个 称 心 的 好 工 作 比 较 难 。”文 玉 齐

（化 名）今 年 25 岁 ，在 一 家 传 媒 公 司 做 策

划，最近浏览了很多用人单位的招聘信息

后，放弃了跳槽的打算。“大公司待遇好，但

进 不 去 ，其 他 公 司 又 看 不 上 ，担 心 越 跳 越

糟，还是算了”。

在北京某广告公司做主设计师的张艺

（化名）讲述，今年他所在部门招进来一个新

员工，入职一个月就突然辞职，原因是和老

员工发生了一些口角。“我觉得公司已进行

了公平而妥善的处理，犯不上为此辞职”。

他分析，现在的年轻人普遍家庭条件

都还不错，有些甚至非常优越。而且因为年

轻，没有房贷、车贷，不用想赚钱养家的问

题，就有更多尝试和选择的机会。所以这些

年轻人跳槽的时候少了很多后顾之忧。

85.8%受访职场人士认为
今年跳槽要比以往更慎重

85.8%的受访职场人士认为今年想要

跳槽的职场人需要比以往更慎重。

从年龄段看，80 后和 90 后受访者更认

同这一观点。从收入看，年收入 10 万-20 万

的受访者认同这一观点的比例最高，年收

入30万-50万的受访者认同的比例最低。

张艺觉得，刚入职不久、职业规划不清晰

的年轻人，最好在一个单位工作两三年，学一

学，找找自己的兴趣点，不要盲目跳槽。

说起接下来的打算，王昭表示，会跟着

家里人做生意。“虽然我家生意也不大，但和

出去工作相比，我有更多自主权，还可以利

用了解的新媒体知识来做做运营，在保证不

亏钱的基础上提升一下能力，也挺好的”。

文玉齐提醒想要跳槽的年轻人，除了

在职业发展方面慎重考虑，还要注意个人

社保交接、补缴等问题，避免“裸辞”带来的

不 良 后 果 。“互 联 网 上 也 有 很 多 兼 职 的 机

会，对于想跳槽和转行的人来说，如果有时

间，可以先找目标行业相关的工作做一做，

可能比贸然辞职要更靠谱”。

本次调查的受访者中，90 后占 42.5%，

80 后占 47.6%，70 后占 8.5%，其他占 1.4%。

工 作 1 年 以 下 的 受 访 者 占 2.6%，2-3
年的占 18.2%，3-5 年的占 27.9%，5-10 年

的占 31.5%，10 年以上的占 19.8%。年薪 5 万

元 以 下 的 占 8.8% ，5 万 - 10 万 元 的 占

34.0%，10 万-20 万元的占 41.4%，20 万-30
万元的占 13.9%，30 万-50 万元的占 1.6%，

50 万元以上的占 0.3%。

八成受访职场人士认为今年跳槽应该更慎重
69.8%受访职场人士觉得理想的新工作不好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