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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8 日，寒假期间，小朋友们在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张八桥镇“乡村游乐场”玩彩虹滑道。 视觉中国供图

1 月 28 日 ， 辽 宁

沈 阳 。 孩 子 们 走 出 家

门 来 到 健 身 中 心 打 篮

球 ， 用 健 身 的 方 式 度

过寒假。

视觉中国供图

1 月 15 日 ， 孩 子

们 在 沈 阳 北 陵 公 园 冰

面 上 学 习 滑 冰 。 当

天 ， 学 生 们 在 冰 场 上

点 燃 冰 雪 活 动 的 热

情 ， 开 启 了 “ 双 减 ”

政 策 落 地 后 首 个 假 期

的快乐生活。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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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教育周刊
聚 焦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叶雨婷

这段时间，不少“双一流”高校陆续发

布了 2021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据教育部统计数据，2022 年高校毕业

生规模将达到 1076 万人，比上年增加 167
万 人 ，规 模 和 增 量 均 创 历 史 新 高 。新 春 刚

过，2 月 6 日国家发改委发文指出，要把促

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今年就业工作重中

之重。毕业生的动向备受社会关注。

近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梳理了多所

知名高校的 2021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发现：受疫情影响，这些高校毕业生出国深

造人数受到冲击，境内深造人数稳步增长；

在就业选择方面，毕业生中产生了灵活就

业等就业新业态；在地域选择上，非一线城

市、基层就业成了毕业生的新选择。

毕业生出国深造减少，灵
活就业成新选择

2020 年以来，在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

的影响下，高校的出国留学比例普遍有所

下降。

从近几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就业

质量报告来看，2019 年，北大毕业生出国

（境）留（求）学 人 数 为 1155 人 ，比 例 为

14.79%；2020 年出国（境）人数为 1084 人，

下降至 13.34%；2021 年，该人数下降至 793
人，比例下降至 8.17%。其中，本科生出国

（境）人数从 2019 年的 30.01%降至 18.90%。

清华大学 2019 年毕业生的出国（境）

比例为 15.3%，2020 年降至 9.6%。2021 年，

该人数进一步降至 517 人，相比于两年前

已经“腰斩”，比例降至 6.9%。

如今，不少知名高校的出国深造比例

都降至一成甚至一成以下。例如，北京理工

大学 2021 届本科生整体深造率为 64.31%，

出国（境）深造率为 10.77%；东南大学 2021
届本科生境内升学占比 48.26%，境外留学

率为 10.53%；上海交通大学校本部 2021 届

毕业生国内深造比例为 25.32%，出国（境）

深造比例为 8.91%；南开大学 2021 届毕业

生有 523 人选择境外升学，仅占毕业生总

人数的 7.16%；东北大学 2021 届本科毕业

生中出国（境）留学占 4.8%。

此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种新兴

就业形态正在涌现。

国 际 劳 工 组 织 2016 年 发 布 的 报

告 ——《世界非标准性就业：理解挑战、塑

造未来》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从标准就业到非

标准就业的转变，世界各国非标准就业正

在普遍化。

“一般来说，非标准就业是指‘标准雇

佣关系’范围之外的工作，分为四种类型，

即临时性就业、非全日制工作、临时介绍所

工作和其他多方雇佣关系、隐蔽性雇佣关

系和依赖性自雇就业。非标准就业的增长

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了经济

全球化给劳动世界带来的改变。”北京大学

教育经济研究所教授岳昌君说。

在 今 年 众 多 高 校 的 报 告 中 ，“ 灵 活 就

业”成了非常有存在感的一项数据。

据 悉 ，南 京 大 学 2021 年 本 科 毕 业 生

中，灵活就业人数为 218 人，占比 7.01%；上

海交通大学校本部 2021 届本科毕业生灵

活就业人数为 241 人，占本科毕业生总人

数 的 7.57%；华 东 师 范 大 学 非 公 费 非 师 范

生 本 科 毕 业 生 中 灵 活 就 业 比 例 为 11.9%，

硕 士 生 中 灵 活 就 业 比 例 为 3.07%，博 士 生

中灵活就业比例为 4.14%。

另据北京大学“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

状况调查”课题组自 2003 年开展的全国调

查显示，在毕业生去向结构中，“单位就业”

占比都在 50%以下。相反，“自主创业”“自

由职业”“其他灵活就业”等非标准就业占

比呈总体上升趋势，成为高校毕业生必须

面对和接受的就业形式。

国 家 重 点 行 业 单 位 受 青
睐，基层就业增多

从 近 年 来 高 校 毕 业 生 的 就 业 趋 势 来

看，“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已成为越来越

多名校大学生认可的就业方向。从不少高

校就业质量报告也能看出，到国家重点行

业、重点单位，以及到中西部地区、基层就

业的人数正在逐年增高。

例如，西安交通大学 2021 届毕业生共

计 8993 人，毕业生到国家重点行业及重点

单位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 56.29%，其

中到国资委直属骨干央企、重要科研机构

就业人数占 21.76%；上海交通大学校本部

毕业生赴国防科技单位及部队就业共 342
人，比 2020 年增加 32 人，近 5 年校本部毕

业生赴国防科技单位及部队就业人数总计

1139 人，呈逐年增长趋势 ；北京交通大学

在 2021 届签约毕业生中，到国家重点领域

（信息技术、轨道交通、建筑、金融、电力、军

工行业）就业的毕业生比例达 66.47%。

到西部去、到基层去也成为越来越多

大学生的就业去向。

据统计，清华大学 2021 届毕业生超五

成选择京外单位就业，200 余人赴西部、东

北地区基层公共部门就业；西安交通大学

2021 届毕业生中，不少同学主动选择到西

部地区，基层一线等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

功 立 业 ，西 部 地 区 就 业 人 数 比 例 达

49.61%；中 国 政 法 大 学 有 271 人 选 择 到 西

部和基层单位工作。

选调生也成了不少名校学子到基层建

功立业的主要方式之一 。南开大学有 311
人从事国家、地方基层就业项目；上海交通

大学近 5 年校本部毕业生赴基层单位定向

选调生就业人数总计 836 人，数量和质量

逐年稳步提升；华东师范大学选调生就业

人数为 126 人，比去年人数增长 38 人，分

布在 2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在行业选择上，金融业、教育行业、信息

技术服务行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科技

行业等都成了毕业生们的热门就业领域。

例如，清华大学 2021 届毕业生签三方

就业协议的行业分布前三名依次为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教育，公共管

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北京大学 2021
届毕业生主要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教育，金融，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

社会组织等行业就业。

此外，不少具有自身学科特色的高校

在就业行业上有明显倾向，体现了自身的

办学优势和人才培养方向。

例如，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生到国家党

政机关就业比例较高，有 873 人进入机关

工 作 ，占 落 实 单 位 总 数 的 42.05%；北 京 交

通大学在 2021 届签约毕业生中，到轨道交

通 行 业 就 业 共 792 人 ，占 签 约 比 例

17.57%；华 东 师 范 大 学 毕 业 生 从 事 教 育-
学历类行业所占比重最大，达 42.94%。

投多少份简历，才能收到
录取通知书

找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多所

学校发布的就业质量报告来看，为了找到

一份满意的工作，这些名校毕业生们也下

了不少功夫，从开始求职到找到工作，往往

需要几个月时间。

例如，西安交通大学的报告显示，2021

届毕业生求职准备时间较为充分，68.94%
的毕业生用一年及以上的时间准备求职。

南京大学 2021 届毕业生求职所用平均时

间 中 ，2- 3 个 月 为 23.17% ，3- 6 个 月 为

26.47%。

对于名校大学生来说，需要投多少份

简历才能收到录用通知？不少高校数据显

示，大部分毕业生需投递 20 至 30 份简历，

经过层层筛选后，多数学生会拿到 2 至 3 个

录用通知。

南京大学超五成毕业生均反馈投递简

历份数集中于 10 份及以内，其中硕士毕业

生投递简历份数高于本科毕业生和博士毕

业生。上海交通大学调查显示，本科生平均

投递简历 13.47 份，获得 5.47 个面试机会，

获取 2.31 份录用通知，平均历时 2.52 个月；

研究生平均投递简历 22.23 份，获得 9.60 个

面试机会，获取 3.25 份录用通知，平均历时

3.09 个月。

此外，南开大学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

平均投递简历 31.62 份，平均获得面试邀请

10.28 个，平均收到录用通知 3.01 个。华东

师范大学毕业生平均投递 23.34 份简历，与

去年相比减少 0.87 份，毕业生平均每人获

得 2.92 份录用通知，从学历来看，硕士获得

录用通知数量最多（3.29 份），其次是博士

（2.39 份），最后是本科（2.25 份）。

大学生就业一直是关系到民生和社会

发展的重要问题。近年来，教育部、人社部

等相关部门通过各种政策和措施帮助大学

生就业，各高校发布的就业质量报告也是

就业工作的重要一环。

岳昌君认为，大数据时代，提供充分有

效的就业信息对于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提

高就业质量和效率十分必要。“近年来各高校

都会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但

是没有全国性的就业质量报告。建议基于高

校毕业生总体数据发布全国的总体报告。”

此外，岳昌君表示，为实现更充分更高

质量就业，既要提升高校毕业生的人才培

养质量，又要提高学生兴趣、专业与职业的

匹配程度。

“所谓‘高质量就业’，或者‘好工作’，

基本条件是能够让个人的兴趣、专业与职

业统一协调起来。按兴趣选择专业，才能有

热情学习好；按专业选择职业，才能做到学

用结合，更好地发挥人力资本水平。因此，

兴趣、专业与职业的匹配度是衡量就业质

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岳昌君说。

全国多所高校发布2021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名校毕业生去哪儿就业

□ 陆建国

前段时间，一位校长朋友和我交流

关于“双减”的话题，他正准备在学校里

推行“非遗进校园”活动，具体计划是把

该校所在地级市的所有国家级、省级非

遗项目传承人请进校园，开班授课，丰富

课后服务内容，让传统文化在学生当中

生根发芽，传承光大。

对此，我给出的意见是：活动创意很

好 ，且 非 遗 项 目 大 都 有 其 历 史、文 化 价

值 ，不 过 ，引 入 校 园 还 是 要 加 以 甄 别 筛

选，可以先破题尝试，而后循序渐进，切

忌 一 上 来 就 铺 摊 子 ，捡 到 篮 里 都 是 菜 。

因为，时移世易，有些非遗项目，受客观

条件限制，并不具备在中小学开展的可

行 性 ；还 有 一 些 非 遗 项 目 ，囿 于 其 历 史

局 限 性 ，已 经 失 去 了 发 扬 光 大 的 生 命

力，更多是一种文化标本式的存在，此类

非遗项目的萎缩态势不可避免，这本身

也是时代和社会进步的象征。

应该说，这位校长关于课后服务的

想法，代表着基层教育工作者在“双减”

背 景 下 的 积 极 探 索、主 动 作 为 ，值 得 肯

定。“双减”政策全面落地后，学生在校时

间延长，为丰富和充实他们的课后时光，

各地中小学推出了花样繁多的课后服务

内容，除了球类运动、音乐舞蹈、书法美

术等传统的体艺项目之外，还有诸如篆

刻、木工、剪纸、插花、烘焙、茶艺、厨艺、

京剧、瑜伽等，也纷纷被引入校园，各种

好玩，十分热闹。

毫无疑问，学校开展的这些丰富多

彩的课后服务，对于缓解学生的学习压

力，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自有很大

帮助，成效也很明显，可圈可点。不过，于

一片热闹之中，笔者也看到了一些华而

不实的现象，当然，这并不是“双减”实施

之后才出现的问题，之前很长一段时间，

各地在推进相关工作过程中，各类或传

统或新潮的项目进校园就曾大行其道，

不过，有的虎头蛇尾，开始热热闹闹，后

来悄无声息。

随着“双减”深入推进，这一现象有

故态复萌之势，对此，必须引起注意并予

以纠偏。笔者认为，在课后服务的内容供

给方面，中小学需要从长计议，重点关注

和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聚焦那些能够

让学生终身受益的体育运动、习惯养成

和审美教育。

人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教育工作

者 必 须 站 在 有 利 于 学 生 终 身 发 展 的 角

度 ，考 虑 教 育 供 给 问 题 ，要 避 免 花 里 胡

哨、华而不实的供给项目浪费学生有限

的少年时光。立德树人是教育之本，基础

教育阶段学校的主要功能是以文化知识

教育为主导，进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时代新人，但是，全面发展不是培

养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全才通才，这是

学校教育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学生的成

长成才，关键还是家校社协同育人，学校

的 归 学 校 ，家 庭 的 归 家 庭 ，社 会 的 归 社

会 ，各 安 本 分 ，各 尽 其 责 ，才 是 正 道 。因

此，课后服务作为学校教育的供给侧改

革试验，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切不可偏

离主旨主线，一如学科教育不能超前、超

纲，课后服务作为学校教育的有机组成，

也不宜无限扩展其功能边界，替代家庭

教育、社会教育，那样实不足取。

至于如何遴选核心素养类项目，考

验的是校长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理性。当

下，各地如火如荼的课后服务之中，有些

项目貌似很有意义，可是深入分析一番，

就会发现其实不然，譬如烘焙、插花、茶

艺之类项目，现在为一些城市白领所热

爱 ，学 习 这 些 小 技 艺 ，陶 冶 情 操 丰 盈 生

活，当然很有情调，可是对于中小学生来

说，等他们大学或工作之后再学习这些，

也为时未晚。而且，此类项目一般需要一

定的积淀和阅历，譬如茶道，一个真正的

茶艺师，必须对中国源远流长的茶文化

有深入全面的理解，并品尝过千百种茶

滋味，才能有所成就，而中小学学生显然

不具备这样的厚重积淀，其茶艺学习大

多是流于形式，学一点端茶倒水的皮毛，

意义不大。笔者认为，青少年在身心成长

的关键年龄段，如果用以学习一两项适

宜终身坚持的运动项目，于他们而言，可

能更有长远价值。

（作者为教育研究者）

警惕华而不实的课后服务弱化

﹃
双减

﹄
成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烨捷
视频 周冠伶

在上海市档案馆里，有一处神秘的“超

豪华”办公室——每一张“办公桌”都是宽 1.5
米、长 2.5米的超大尺寸，里头布置了各种各

样的黑科技产品，如中国画装裱机、纸浆补

洞机、低压修复台、洗画池等。这间办公室的

墙面上，随便“捞”上一幅不带外框的画作，很

大概率就是某某名家所作的大尺寸真迹。

这 间 神 秘 的 办 公 室 里 藏 着 的 所 有 作

品，全都“有待修复”或“正在修复”。

“一直都是忙忙碌碌、走来走去的，这

里可能是最不像办公室的办公室。”上海市

档案馆保护技术部的工作人员孟烨从上海

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先是在一家企业从事

五金件销售工作，后来通过考试进入了档

案馆工作，“寻寻觅觅好多年，发现自己还

是喜欢手工活、喜欢老物件，做档案修复工

作既是我喜欢的，也很有意义。”

孟烨介绍，这间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

平均年龄不过 30 岁上下，都是一群喜欢修

复档案的“发烧友”。其中，有一名工作人员

主 动 从 档 案 馆 的 文 档 研 究 部 门“ 转 岗 ”来

此，就是为了圆自己一个“档案修复梦”。

他 们 总 是 第 一 波 看 到 珍 贵 档 案 的

人 ——一群年轻人每天都聚在一起，拿着

一个个放大镜，像老学究似的“审视”每一

份档案。他们关注的重点，是一个个霉斑、

一个个虫洞，还有一个个细微的档案缺失。

“先要把它放在水池里清洗一下，再一

点一点将老旧的背纸揭去、用糨糊托上新背

纸，重新裱起来。”孟烨正在修复的，是一幅已

经满是霉点的大尺寸国画，她要把这幅长度

超过 2 米的画浸到一个巨大的洗画池里，一

点一点洗干净。一遍洗不干净，就再洗一遍，

直到霉点全部消失、画作一点不受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注意到，对红色珍

档的保护和开发，近年来得到了上海市档案

部门的高度重视。上海市档案部门推动形成

了完备、周密、系统的制度体系，确保红色档

案保护利用工作有章可循、规范有序。

孟 烨 和 小 伙 伴 们 的 工 作 量 也 大 了 起

来。很多珍贵档案从封存的盒子里被转运

到 了 档 案 保 护 技 术 部 的 办 公 室 里 。 这 其

中 ， 有 著 名 画 家 沈 亚 洲 的 画 作 ； 有 1926
至 1927 年行军陕甘的革命工作写真；还有

清朝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的租界地

契合同⋯⋯每一份档案的背后，都有一个

个或有趣、或动人的故事。“我想尽量把这

些档案修得完善一些，让每一个故事在被

公之于世之时，都能找到多张翔实的珍档

图片，有图有真相嘛！”孟烨说。

为让档案工作更加亲民、接地气，孟烨

已多次以“修档案”的形象出现在电视新闻

中，“能让老百姓读懂档案，也能让他们读

懂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这份热爱”。

仅以上海当时各个租界的地契为例，

孟 烨 和 小 伙 伴 们 已 经 至 少 修 复 了 有 大 约

2000 张 。这 些 地 契 在 抵 达 上 海 市 档 案 馆

前，很多已经被折叠得非常小，折痕部分都

已经断裂了。

孟烨要做的，是用各种工具，把断裂的

地方用皮纸重新连上，那些没有被太多损

坏的地契，稍加修复恢复平整后就能重新

保存起来。而那些破损严重的，修复起来大

约要花半天到一整天的时间。“先要将碎片

按原样拼好，在字少的一面用糨糊托上一

层非常薄的皮纸，背面裂痕再用较透明的

纸带加固。”孟烨一边操作，一边说，“这些

档案未来都有可能在珍档陈列展上展出，

总是尽量修复完整一些，并且尽量减少修

复的痕迹，不影响观看档案字迹信息。”

档案修复是对已损坏或有不利于永久

保存因素的档案材料进行处理，以恢复其

原 来 面 貌 ，提 高 其 耐 久 性 的 技 术 。包 括 去

污、去酸、加固、档案字迹的显示与恢复、档

案修裱等项。

但多年来，这项工作一直是一个对操

作细致度要求极高的手工活儿。这些技术，

从师傅传给徒弟、徒弟再传给徒弟，一代一

代往下传。如今，接力棒交到了像孟烨一样

的 80 后、90 后们的手中。

这 群 年 轻 人 ，用 着 最 传 统 的 棕 刷、排

笔、马蹄刀和开发出新功能的油画毛刷、牙

医调刀、手术刀等工具，一点一点修复那些

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珍贵文档。

与老一辈“修复人”不同的是，为让档案

工作更加亲民、接地气，档案馆保护技术部

的年轻人们已经多次从幕后走向了台前，他

们以“修档案”的形象出现在各类新闻中。“能

让老百姓读懂档案，也能让他们读懂我们的

工作、我们的这份热爱。”孟烨说。

“一方面要把档案保护好，另一方面也

要让更多的珍档为人所知、活起来，讲好党

的伟大历史，讲好上海故事。”上海市档案

馆馆长徐未晚介绍，针对青少年群体，档案

馆还联合上海戏剧学院推出话剧《渔阳里

的“ 大 人 物 ”》，联

合 上 海 音 乐 学 院

创 排 以“ 中 央 文

库 ”历 史 为 蓝 本 的

音 乐 剧《忠 诚》，打

造 了“ 跟 着 档 案 学

党 史 ”“ 红 色 之 城

人 民 之 城 ”系 列 教

育课程等。

这群年轻的“发烧友”用十八般武艺修复珍贵档案

2021 年 10 月 10 日，高校毕业生秋季就业双选会在广东深圳会展中心举行。图为双选会工作人员举着

“深爱人才 圳等你来”招牌。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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