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天（周五） 郑州人力资源市场举办
“郑州市2010春季就业援助”招聘洽谈会 嵩
山路与陇海路交叉口向西200米路南

1月16日 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
生餐厅

3月～4月 河南职工医学院 新郑市龙
湖镇双湖大道8号

3月份 河南科技学院 校内操场
3月份 河南农业大学 体育场
3月份 嵩山少林武术职业学院 校本部
3月13日 河南中医学院 老校区学生

食堂
3月20日 河南师范大学 田径场
3月 23日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学院操场
3月25日 郑州轻工业学院 校内
3月26日 河南工业大学 嵩山路校区

中心广场
3月27日 黄河科技学院 南校区运动场
3月27日 河南教育学院 学院体育场
4月～6月 河南省广播电视中等专业

学校 省校及分校内
4月～6月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 省电大

及各市分校校园
5月20日 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学

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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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每天斜穿郑州花80
分钟时间去上班

每天早上，他都要坐上 909路公交车，在
不堵车的情况下，要花近80分钟，从东北郊斜
穿整个郑州市，到达位于西南郊的单位上班。
小默说：“如果能在6时50分坐上车，或许还有
位子坐，如果等到7时以后，那铁定是要‘站军
姿’了。”虽然他住的地方，离 909路公交车始
发站刘庄只有两站，但因为这两个城中村里住
的几乎都是“蚁族”，所以往往始发站就基本
已经满员了。小默在寒风中搓着手等了两辆
909路车，才把自己当成一条沙丁鱼，勉强塞了
进去。

小默是中牟人，大学毕业已经两年有余。
大学毕业时，中文系出身的他，本应该遵从家
人的意见，老老实实回到老家当一名光荣的人
民教师，但他却顶着所有亲戚朋友的规劝甚至
是责骂，毅然留在了郑州。

小默的理想是当一名记者。大学毕业前
夕，他在郑州一家都市报度过了两个多月的实
习生涯。每天跟随着老记者奔忙于郑州的大
街小巷，采写各类新闻，等着第二天自己的文
字变成铅字印在报纸上——这样的生活对小
默来说虽然有些辛苦，但是异常充实。

很快，实习期满，离开报社的小默开始踏
上社会，寻找属于自己的生存之路。

经历：两年换四份工作，手
头老是紧巴巴的

两年多来，他换过四份工作。最初在一家
传媒公司待过半年，老板用试用期的名义让小
默给他白干了 3个月，然后领第一个月的 700

元钱工资时，又被老板扣下 200 元，说是押
金。再后来，小默实在是受不了老板那种“周
扒皮+葛朗台”式的嘴脸，索性就炒了他老板的
鱿鱼。后来为了要回那200元钱押金，他又至
少跑了四五趟，最终只到手190元。

不过，要生存只能靠自己。
小默又重整旗鼓，去了一家广告公司，结

果一个月里一单生意也没谈成，月底他拿到了
生平第一个“大鸭蛋”，于是垂头丧气的他领了
600元钱的底薪，铩羽而归。

一段时间里，小默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
疑。他常想：为什么在学校风光无限的他，走
上社会后竟会如此落魄，也许自己真的能力太
差？有时女朋友会问，后悔了吧？早就说让你
回去当老师，起码比在郑州强得多。

后悔？小默摇摇头。
小默允许自己在自设的自卑中萎靡，但绝

对不能容忍自己在别人鄙夷的目光里苟且。
所以，他总是很肯定地告诉每一个这样问他的
人：“如果让我再选一次，我依然会留在郑州。”

怀着这样的心情，2009年，小默找到了自
己的第三份工作，在一家报社的外包栏目做新
闻采编，这算是他的本行，跟梦想也有点儿接
近。只是因为要经常出差收集素材，小默常常
是一周五天都在省内各个城市之间不停转
战。但他对这份工作很满意，起码自己喜欢，
而且比起前两份工作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小
默曾经想过，就这样在这个工作上做下去，然
后抓住机会，考取一个新闻从业资格证，当一
名堂堂正正的记者。实在不行，等两三年，攒
足钱之后，自己也弄个外包栏目操练操练。

但是。说到这个词的时候，小默顿了顿，
似乎在强调“这是个转折词”。

现在的小默，在郑州一个政府单位的办公

室负责文字工作。虽然只是合同工，虽然经常
为一大堆要写的材料加班加点忙到半夜，但在
他许多朋友眼里，这是个相当优越的工作——
环境舒适、相对稳定。只不过每个月 1600元
钱的工资，基本能让自己紧巴巴地过完一个
月，若是遇上朋友扎堆结婚或者赶上生病、丢
手机等突发性事件，那就铁定入不敷出，只能
向朋友借钱，等工资发下来之后再还上，这样
一来，就成恶性循环了。

理念：不确定、不明了，才
给了自己放手折腾的空间

每每回到家，母亲就喜欢对着小默唠
叨，说是谁家的孩子在一高教书，现在已经
买了房子结了婚。然后开始埋怨小默不听
话，非要往郑州跑，弄得现在一事无成、一无
所有。小默总是一言不发，静静地听着，等
母亲唠叨累了，再拉着母亲的手，信心十足
地告诉她，所有这些都只是暂时的，他一定
会越过越好。

“其实，郑州的生活就像一个万花筒，也许
有的人是喜欢她的绚丽多姿，但我看中的是她
的变幻莫测，以及在变换中蕴藏的一个接一个
的机遇。对我这只‘小蚂蚁’来说，我想这就是
她所带给我的最大好处。”在小默看来，小县
城的生活虽然安稳，但缺少变化。上班的第一
天，就已经基本可以预料到 5年、10年之后的
情况，这是生性厌恶平淡、追求精彩的小默所
不能容忍的。在郑州生活的这两年，用小默的
话说，算得上是颠沛流离，前方的道路也是迷
雾团团。“但正是这种不确定、不明了，才给了
自己放手折腾的空间，以后的日子也才有越变
越好的可能。”

回望2009年，给2010年定个
前行的方向

曾经的历史，未知的将来，人与人，事
和事，会有许多重合。踏进 2010 年的门
槛，您会有更多的时间回望2009年，回望
历史，给自己的2010年定个前行的方向。

自今日起，本报将推出系列报道——

从 2009 看我的 2010，通过展示一些商人、
白领、股民、房奴、大学毕业生等人群的生
活，揭示 2009 年普通郑州市民的经济生
活，也看看新的一年他们有什么心愿？

自即日起，我们诚邀社会各界人士在
自己擅长的领域发表对 2010 年的行业预
测，晚报新闻热线67659999，期待您拨打。

开
篇
的
话

毕业之后，生活扑面
而来，梦想流离失所。

繁华都市，我们就是
在生活下面早出晚归、茫
然无措的蚂蚁。

这是一部引起广泛关
注的调查实录《蚁族》中主

人公的经典语言。每当看到这些，26岁的小
默就会泪流满面：自己何尝不是这些蚂蚁中
的一个？学历不低，诚实勤劳，但和书中的蚂
蚁们一样低收入；为了节省住宿费，不得不住
在远离城区的城中村里，而他上大学的一个
最大梦想，就是摆脱这个“村”，挤进城市。

2009年，对中国经济来说，是不平凡的一
年，而对于许多像小默这样刚毕业两三年的
大学生来说，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不过
经济的不景气加剧了他们变换工作的次数。
依然是每月不到2000元的收入，让他们生存
的压力和前一年一样巨大，重到让他们常常反
思自己当初拼命留在城市的举措是否正确？
晚报记者 程国平 徐刚领 实习生 薛意茹/文

晚报记者 周甬/图

2009年12月22日7时，天刚蒙蒙亮。
小默匆匆走出家门，习惯性地看了一下表。“该死的，又晚了！”他在心里唠叨了一句，快步跑向不远处的公交站牌。
作为郑州千千万万“蚁族”大军中的一员，小默如同其他“工蚁”一样，为了能每个月省下几十块的房租，选择居住

在这个城市的边缘——花园路北段一个名叫柳林的城中村。

让我们忠于理想、面对现实
[ 近期大学生招聘信息 ]

之之

除了想做一名记者，小默还有一个最大的
梦想，就是能在郑州买一套房子，有一个属于
自己的小窝。每天下班，小默坐在 909 路车
上，总喜欢看着夜幕下星星点点的万家灯火，
想象着将来某一天，自己能把身在家乡的母亲

和妹妹接到郑州，一家人住在温馨的房子里共
享天伦。然而这样的梦想，对于现在仅能解决
温饱的他，近乎天方夜谭。

但小默似乎对未来充满着憧憬，他还特
意展示了一下自己的手机屏保。那是一张

古巴领导人——切·格瓦拉的照片，旁边有
两行他的座右铭：让我们忠于理想，让我们
面对现实。

请继续阅读A19版

2010年的梦想：在郑州买套房子，将妈妈接来共享天伦

人物：小默

每天清晨每天清晨66时许，小默和很多住在郊外的上班族一样，很早便在花园北路附近的刘庄等公交车。时许，小默和很多住在郊外的上班族一样，很早便在花园北路附近的刘庄等公交车。

“蚁族”小默，带着梦想打拼
2010年，他希望在郑州买套房，把妈妈接来一起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