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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在“高不成、低不就”的窘地中徘徊

毕业生找工作，很容易走进“高不成、低
不就”的窘地。据记者近一个月走访发现，很
多今年六月份就已经毕业的大学生们， 至今
仍在“找工作”的阶段徘徊。其实，有太多的工
作机会等待着他们，甚至摆到他们面前，但一
些毕业生认为这些工作太“屈才”，觉得自己
不只这个“价”，所以不予理睬。然而，记者从
一些企业人事部门了解到， 现在虽然比较缺
人，但所能提供的待遇也是有原则和标准的，

经常会出现与应聘者难以达成共识的情况。

用人单位：学历并不是唯一标准
“在我这里工作两年的大专学生的工资

待遇，要比一个新来的研究生高很多。我们
看重的就是实践、经验以及对工作的熟练程
度，仅凭理论是远远不够的。”信阳广安益丰

饲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熊心亮告诉记者。

的确， 记者在很多企业中了解到的用人
标准都大同小异， 看重经验与能力如今已成
为用人单位招纳人才的共识。 熊心亮还告诉
记者， 现在很多工作需要的是方方面面的能
力，新人在试用阶段，公司还要进行考查。熊
董事长举出这么一个例子：“我们公司涉及的
是农业领域， 需要员工有很强的与人沟通的
能力，尤其是跟一些农民和养殖户，另外，还
得不怕脏、不怕臭。几个月前，公司来了一位
南方某重点大学农学系的毕业生， 技术水平
很是不错，但是他对

2700

元的月薪不满，试用
期未满就离开了。 离开的时候我指出了他的
问题所在：不善于与人交流，不能和农户打成
一片，觉得自己是所谓‘文化人’，就有些傲
气。下猪圈的时候，还捂着鼻子，这一小小的
举动，引起了养殖户对他的排斥，不能跟客户

做朋友，必然影响了公司的经营。所以，年轻
人不但需要知识， 吃苦耐劳的精神和随和开
朗的性格在我们这儿更是重要。”

大学生：找工作比找对象还难
戴亮毕业一年半， 至今没找到合适的工

作。从去年六月份至今，戴亮说他投出去了近
百份简历，也有很多单位愿意聘用，但每次谈
到待遇问题时，最后总以“再考虑考虑”收尾。

工资低了，小戴会这么说，工资要高了，用人
单位也这么说。经过这一年半的求职生活，小
戴彻底明白：找工作跟找对象是一样的，找好
的人家看不上你，找差的你看不上人家。

经过一段时间的反省，小戴走出了“高不
成、低不就”的窘地，他告诉记者：“一份工作
就像一口锅，告诉别人你做菜好，没有锅怎么
做？岂不是空口无凭？”小戴决定先找一个单
位工作，不管待遇怎么样，干出成绩再回过头

跟老板谈待遇，如果没有作为，证明自己真的
不行，继续在实践中给自己充电。

小戴也希望更多像他一样的毕业生，能
尽快结束“求职”生活，浪费的时间那可是自
己的。

毕业班老师：摆正心态，以后路还长
“是金子总会发光”，农林学院卢老师告

诉记者，“如今行业竞争这么很激烈， 如果你
是‘金子’，必然很多单位抢着要你，那才是真
正谈待遇的时候。 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毕业
生，除了有一张文凭，没经验、没成绩，用人单
位凭什么给你开高薪呢？”卢老师常常这么开
导那些即将毕业的学生， 她希望他们能够摆
正心态， 脚踏实地地在一个岗位上拼搏、学
习、磨炼。“社会在发展，人生路还长，只有认
清自我，面对现实，一步一步做起，才能适应
社会，实现人生的理想。”卢老师说。

□大学生就业那些事儿系列报道之四

信阳人的草根足球梦

12

月
19

日，市民钟浩在微信
上所发的一组图片引起了记者
的注意，钟浩写到：“二十年可以
让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变成风
度翩翩的弱冠少年，而对于业余
足球队来说，二十年更是充满了
艰辛与不易。作为继往开来的一
代，我们更要传承好这面信阳足
球的旗帜，让申城的‘足球’走下
去，走得更远。”未及而立之年的
钟浩，是什么让他一念就是二十
年呢？答案只有两个字：足球。

“

1994

年
12

月
18

日申发足球
队成立的时候，我刚上小学一年
级。” 已是我市一名中学教师的
钟浩对记者说，如今他已经是这
支球队的中坚力量，“球队有二
三十人，年纪最大的是一些

60

后
的前辈，他们是当年建队时的球
队‘名将’；球队年纪最小的是些
90

后，他们是球队的未来。”据了
解，作为业余球队，受制于资金

不足，队员们大多都有自己的工
作，教授、公务员、司机等。比赛
时，队员们在球场上尽情释放梦
想的光芒；比赛后，则回到各自
的现实角色， 做勤勉的工作者。

草根足球，全民参与，也许这就
是信阳足球最鲜明的特点，申
发、鸿信、火车头，这些在信阳足
球圈里耳熟能详的队伍名字，就
是信阳足球的一面面旗帜。据统
计，至少有超过二十支足球队活
跃在县

(

区
)

的运动场上。

“随着中高考可能加入足球
测试分的消息传来， 被家长们视
踢球为‘不务正业’的局面将得到
很大程度上的改善， 这也意味着
更多的青少年将‘光明正大’地参
与进来。”训练刚结束，钟浩对记
者说，“为了备战

2018

年的省运动
会， 我正在带信阳首支青少年足
球队。无论是校园足球，还是草根
足球，只要坚持下去，也许不用等
到下一个二十年， 就能结出丰硕
的成果。”

“请进来”与“走出去”

———马集法庭便民服务二三事

冬日清早，吃完早饭之后，淮滨县马集镇
村民尹广义散着步，习惯性地来到位于信阜公
路旁的马集法庭，对他来说，这个习惯从今年

3

月份淮滨县人民法院马集法庭设立便民服务
站开始养成，如今快

10

个月了。“最早我是帮村
里的一对小青年来这儿调解，后来经常到这儿
来借维修农机的小工具， 一来二去熟了之后，

就习惯每天来这儿听听李庭长给人调解、做咨
询，现在在村里，乡亲们都说我快赶上半个律
师了！”尹老汉颇为自豪地对记者说。

是什么让一个基层法庭有了如此“魔力”呢？

请进来便民服务暖人心
信阜公路上， 远远就能看到路边竖起的

一块大牌子：“马集法庭便民服务站， 免费茶
水、公厕、纳凉、加水”。走进马集法庭，一楼大
厅的桌子旁是饮水机， 旁边的墙壁上挂着打
气筒和雨伞， 桌上有一个便民箱， 放着手电
筒、充电器、针线盒、螺丝刀、扳手、手纸、胶带
纸等物品， 甚至还有一包小零食。“有时候附
近的群众带着孩子过来， 那是专门哄孩子用
的。”庭长李锦笑着解释道。

法庭设立便民服务站的想法， 源于附近
的一个收费厕所。一次，附近群众来法庭借用
厕所， 抱怨起附近没有公厕的事情。“想上个
厕所还要跑老远，到几里外的驾校去，还收一
块钱，真不方便！”这句话让李锦上了心，他当
时就有了将法庭的厕所对外公开使用的想
法，既然做了就做到位，干脆就设个便民服务

站！各种零零碎碎的小东西并不值多少钱，但
却能为过路及前来办事的群众提供方便，让
群众感受到来自基层法庭的温暖。

有时候， 周边的群众没事就会来法庭坐
坐，找法官聊聊家常，问问生活中涉及法律的
烦恼，小小的便民服务站，甚至还有了“回头
客”———王家岗乡一个跑车的司机就记住了
这个地方，每次路过都要过来喝点水、上个厕
所。 而像尹老汉那样习惯到法庭来学习法律
知识的，不在少数。法官们不嫌麻烦，反而希
望这样的“回头客”、“常客”越来越多，把这份
温暖一直延续下去。

走出去普法宣传得人心
12

月
4

日上午，马集镇龙泉村小学六年级
三班的

57

名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如约来到

马集法庭，这是该庭组织的一次普法活动。与
一般的说教式普法有所不同的是， 这次是以
动画片的形式给孩子们“讲法”。电影结束之
后，同学们意犹未尽，法官和师生们一块儿聊
起了电影情节，随后又采用“一对一”封闭谈
心的方式，了解孩子们身边的家暴情况。

经过谈心，法官们了解到了有三个家庭
存在暴力行为， 其中一个孩子的父母已分
居，严重影响了孩子的成长。当天下午，法官
们根据收集到的信息，走进了三个孩子的家
庭，继续了解情况，进行普法教育。经过近

10

天的持续跟踪交流，三个孩子的家庭关系得
到了改善， 他们的父母同意为了孩子和家
庭，不会再有家庭暴力，认真处理好夫妻和
家庭关系。

据悉，今年以来，该庭共开展“走出去”普
法
11

次，“请进来” 普法
8

次， 发放宣传折页
3000

余份，播放宣传影片
6

次，举办讲座
2

次，

接受法律咨询近百人次， 重点向辖区群众宣
传婚姻家庭、邻里关系、食品安全、民间借贷、

土地租赁等法律知识， 辖区内六千余居民受
到了法制教育， 有效提升了他们的法律意识
和利用法律解决问题的能力， 受到了百姓们
的普遍欢迎。

当心“微商”里的“三无”商品

每天在微信朋友圈里晒新
商品的照片，这已经成为利用微
信平台从事商品销售商家们习
以为常的事。面对这些琳琅满目
的商品，作为买家的消费者是否
留意过这些商品的“出身”呢？

这两天，家住市区胜利南路
某小区的张女士很是苦恼：自己
经朋友介绍，通过微信从一个微
商那里购买了一双靴子。据张女
士回忆， 当时加了微信好友之
后，在对方朋友圈一眼就看中一
款靴子。张女士认为既然是朋友
介绍的，肯定不会出问题。在询
问了价格之后， 张女士便买下
来。 结果到货拆开包装一看，靴
子本身倒是没问题，但是张女士
却发现这双靴子竟然连生产厂
家等信息都没有。“这明显就是
‘三无’商品。我有点不放心，便
再去询问商家。 商家告诉我，靴
子质量肯定没问题，都是熟人介
绍的，肯定不会有事的。”张女士
对记者说。

记者搜索附近微商时，发现
很多微商所销售的商品，都不是
正规品牌商品。有些品牌，记者
在网上搜索查询后，根本找不到
有关该品牌的信息。据一位不愿
透露姓名的微商告诉记者，由于
做微商，投资少，门槛低，这就导
致了这个行业人员良莠不齐。一
些有实力的商家代理知名品牌，

自然是销售正规商品，但是还有
一些微商从一些小作坊那里进
货， 这些货即便取一个英文名
字，其实也还是“三无”商品。尽
管可能质量不会出问题，但是安
全毕竟是大事，不能大意。

除了这些“三无”商品，在朋
友圈购买商品，也缺少相应的购
物凭据。由于微商属于“

C2C

”模
式，消费者和微商在后，也没有
必要的发票和收据。 一旦发生
商品质量纠纷， 消费者很难有
充足的证据维护自身权益。此
外，由于缺少第三方监督，按照
目前交易规则， 一般都是卖家
先行支付货款， 然后卖家再发
货。一旦涉及货款数额较大，微
商“卷款而逃”，将微信关闭或
是拉黑、 删除消费者的微信账
号， 这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情。之前就有利用微商做海外代
购骗取货款的案例，给消费者带
来极大的损失。

微商的兴起， 是基于移动
终端平台上社交关系的增值服
务。 很多微商都是利用朋友圈
的好友推销商品， 其信用往往
建立在微信好友这层关系上。

显然， 这一信用不具有法律约
束力， 也很难得到法律支持和
保障。为此，有关规范微商商业
行为的讨论已经引起了全社会
关注，希望相关职能部门加大力
度规范微商市场秩序，引导微商
向着健康方向发展，保障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

信阳火车站大钟表去哪儿了？

信阳的朋友都知道， 信阳火车站外墙以前
有个大钟表，每次到那里总是抬头看一下时间。

可是现在信阳火车站外墙都被广告“承包”了，

赶火车想看时间都看不到了。

@Hellokitty

：原来的大钟表去哪了？是不是
卖废铁了？

@

天天向上：大钟表这么多年一直存在，赶
火车都习惯看表，突然没有了，好伤心！

@

信阳力量： 火车站竟然没有大型钟表显
示时间？这将对来往旅客造成诸多不便。

@

风轻云淡：每个火车站都有个大钟表，方
便赶火车的旅客掌握时间， 现在看到火车站外
这么多的广告，却没有表，心里很别扭。

@

我是周伯通：广告可以有，但钟表我更需
要。 希望火车站
能够还给我们大
钟表。

张馨月整理

□

本报记者张诗绮

□

本报记者张诗绮

□

本报记者张诗绮

□

本报记者刘翔
见习记者李宇

信阳的萝卜享
誉四方， 进入寒冬
以来， 很多百姓家
中都开始晾晒萝
卜， 准备制作萝卜
干。 虽然萝卜干并
不算什么名菜，但
是在信阳很多老百
姓家中，它就是一种
美味，以此也充分体
现了信阳人的美食
文化。图为河区游
河乡一左姓人家晾
晒的萝卜干。

本报记者
张诗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