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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飞行学院在河南招35人
即日起报名

□晚报记者 张竞昳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明年在豫招飞计划已
确定，即日起接受报名。

2011年，中国民航飞行学院计划在河南
招收 35名养成生，具体为：2011年应届高中
毕业男生，符合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
一考试报名条件的济源、洛阳、鹤壁、三门峡
的考生，以理工科类考生为主，兼收文史类考
生；20名“大改驾”学生，从河南科技大学、洛
阳师范学院、洛阳理工学院及省内其他二本
类大学大二、大三、大四学生中招收。

具体要求为：男生，身高在 170 厘米至
187 厘米，裸眼视力 0.3（C字表）或者矫正视
力 1.0 以上，1991 年 8 月 31 日后出生的高三
毕业生，1988 年 8 月 31 日后出生的大二、大
三学生，1987年8月31日后出生的大四及大
学毕业生，可参加由民航飞行学院组织的初
检。初检时间分别为：1月4日济源市，1月6
日洛阳市，1月 8日鹤壁市，1月 10日至 11日
三门峡市。

即日起，高中考生可在就读学校报名或
持报名表（从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招生网
上下载报名表）就近到各报名初检地点报名，
大学生可就近到各报名初检地点报名。

河南三高校有望升格更名
□晚报记者 张竞昳

教育部昨日发布通知，将列入全国高校
设置评议委员会专家考察的各地申报设置
民办本科学校、独立学院转设为独立设置民
办本科学校和公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共计 42 所向社会公示，我省三所学校榜上
有名。

我省的商丘科技职业学院申请“专升
本”为“商丘工学院”，郑州大学升达经贸管
理学院申请转设为独立设置民办本科学校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河南农业大学华
豫学院申请转设为独立设置民办本科学校

“商丘学院”。

艺术类省统考分批时间敲定
□晚报记者 张竞昳

省招生办昨日公布了《2011年普通高校
招生艺术类专业省统考分批时间》。

编导制作类省统考将率先分批次进
行。1月2日为郑州、开封、洛阳、巩义；1月3
日为平顶山、新乡、焦作、安阳、鹤壁、三门
峡；1月 4日为濮阳、许昌、漯河、周口、南阳；
1月 5日安排的是商丘、驻马店、信阳、济源、
项城等。

编导制作类的笔试时间为 1 月 6 日、7
日，面试将从2011年1月9日开始。

最后进行的是体育舞蹈类，分批报名时
间安排在2011年3月5日~8日，报名、考试地
点在河南省招生考试学术交流中心（登封市
崇高路8号）。

详情登录河南省阳光高考信息平台（
http://gaokao.haedu.gov.cn）查询。

我省事业单位招聘考试收费
标准调整

笔试收费标准每人每科30元
□晚报记者 裴蕾 实习生 施杨

从本月起，我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
人员考试笔试收费标准，确定为每人每科 30
元。昨日，记者获悉，省发改委、省财政厅联
合下发通知，重新核定了我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门组织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考
试的收费标准。新的核定标准已从本月开始
实施。

毕业生找工作
“迷茫”是高频词

现在，除了极少数特别有想法的学
生之外，大多数毕业生在即将离开待了4
年的大学校园的时候，内心多多少少都
有些挥之不去的怅惘。

“我考大学那年，有人说学计算机已
经过时了，法律、金融热门，我就听父母
的话选择了法学。4年这么快，眼看就要
毕业了，以后能做什么工作，我完全不知
道，迷茫啊。”12 月 16 日，郑州轻工业学
院校园招聘会上，吕小轩拿着准备好多
时的中英文版简历，一脸的无奈。这是
她今年参加的第三场招聘会了，每次都
是走两圈儿，填几张表格，交几份简历，
就抬脚走人了。用她的话说就是，她对
那些企业不感兴趣，企业对她也同样。

跟吕小轩有着相同状态的毕业生不
在少数，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说起自己
的专业，是困惑；谈及今后可能从事的工
作，是无措。

调查显示，大学生在毕业后的方向
选择上优先考虑的前三项是“直接就
业”、“考研或考公务员”、“自主创业”，分
别占的比重为 66.67%、19.18%、6.9%。
然而，在谈及找工作话题时，几乎所有的
毕业生都会提到同样一个词：迷茫。

应届毕业生迷茫
过来人也迷茫

关于就业，不仅应届毕业生迷茫，很
多毕业两三年的“过来人”，日子也是过
得浑浑噩噩。

9月 2日下午，网友“奔雷追风弄月”
在天涯论坛上发了一个题为“大学毕业两
年，未固定工作，求各位帮助规划人生”的
帖子：本人大学本科毕业，毕业两年了，到
现在没有固定工作……25 岁，学的是经
济学，对外贸有一定了解，比较喜欢计算
机、会计，英语四级，计算机三级……家在
农村，毕业后一直没回去，为了能在外地
待下去，随便找了个餐厅当服务员，快一
年了，现在觉得长期这样下去也不是办
法，所以想找条出路，求大家帮忙……

截至昨日，“奔雷追风弄月”的帖子，
有近 3 万名网友点击，得到了 1268 个回
复。除去“打酱油”的调侃回帖，不少网友
表示自己跟楼主一样无助：“我和你一样很
迷茫，虽然我考上研了”“泪流满面，我也
是 08年毕业的，现在在准备司法考试，也
很迷茫”“我也没规划人生，我都毕业3年
了”“事业单位混日子，无趣，回家网游去
咯”“留爪。楼主问到了跟我也说一声”。

回帖当中，能够给楼主中肯建议的
几乎没有。

而在校园招聘会上，不乏已经工作
了一两年又参加校园招聘会找工作的求
职者身影，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表示，
一直在迷茫中尝试、探索。

“迷茫”路口，多数学生用牺牲专业“妥协”
在曾经的理想与当下的现实面前，多数学生在择业时选择放弃“专业对口”，用牺

牲专业的方式“妥协”。
受访学生中，有 74.86%的学生表示考虑择业与专业的对口情况时会选择“依情

况而定”，并表示刚走出校门，缺乏社会经验，只要有机会找到工作，即使专业不对口
也会接受；另有6%的学生找工作时对专业对口与否并不关注，他们认为周围许多同
学已经找到工作了，即使再“不对口”的工作都会接受，有了工作经验之后，可以再去
找自己喜欢并乐意从事的工作。

对此，省内一所高校就业处一位老师表示，学生的这种做法未尝不可，毕竟专业
和兴趣、适合之间的关系并不绝对，毕业生可以在实践中进一步认识自我，跟社会磨
合，在尝试后，最终确定自己的方向。“无论作什么选择和决定，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
的想法。”

超九成学生曾经有职业规划
越长大越迷茫，在此次调查中，有94%的毕业生对自己的职业进行过规划，但只

有8.62%的人对自己的规划付诸了行动。也就是说，多数大学生在刚进入大学时，对
自己今后的就业和人生进行过规划，只是最终放弃了。

据了解，除了由于当初听从父母意见或者分数较低服从专业调剂等种种原因，在
学自己讨厌专业的学生之外，大多数学生对自己的专业并不反感，有近四成的学生表
示喜欢自己的专业。他们最初是对自己的前途充满希望的，成为一名好律师、好记者、
好老师，做一名软件工程师、建筑师、营销专家，开创自己的事业……这些都是曾经引
导他们不断进取的耀眼光环，令人遗憾的是，几乎所有这些梦想，结局都是无疾而终。

不难看出，这些期望都十分美好。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在进入大学时，往往对
社会和就业的期望值过高，当期望值随着自身的不断成长而逐渐降低后，学生开始渐
渐意识到自己原有的规划过于理想，最终导致绝大多数人没有对自己规划付诸行动。

校园招聘会仍是首选，但多数学生不满意
网络、微博……尽管就业渠道日趋多元化，但在大学生心中，位居前四的仍是“校

园招聘”、“企业专场招聘”、“网络招聘”和“通过人才市场招聘”等，所占的比重分别为
50.09%、36.12%、6.3%和8.7%。

从数据来看，“校园招聘”仍是毕业生求职时的首选渠道，主要原因是“校园招聘”
可以排除上当受骗的因素，找到的工作也比较有保障。

尽管毕业生倾向于“校园招聘”，但却有超过半数的学生反映，对校园招聘和学校
的就业指导工作“不太满意”。譬如招聘企业参差不齐，大多都是小公司，招聘职位比
较单一；学校提供的就业指导信息量不足等。

在“希望从学校获得哪些就业方面的信息”这个问题中，有63.31%的受访者选择
了“招聘单位的信息”，有21.97%的学生希望从学校了解到“国家政策对毕业生就业
起指导作用的信息”。

据了解，目前省内大部分高校的就业指导中心仍然主要面向的是毕业班，但调查
显示，迫于就业压力，去招聘会现场的学生不仅仅是毕业生，一些大二、大三的在校生
也穿梭于各个招聘单位之间。他们认为，就业指导工作应该从毕业班向低年级学生
辐射，贯穿到大学教育整个过程中去。

另外，毕业生普遍反映，就业指导的信息应当全面化，不仅要从思想观念和个人
完善等方面提供帮助，还要与实际社会需要相连接，对大学生求职和个人成长过程中
可能出现的心理困扰排忧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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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帮助毕业生就业，从10月底开始，由省教育厅举办的全省性现场
招聘活动以及由各高校主办的校园双选招聘会，以平均每一两天一场
的频率在我省举行。

在广大毕业生为找工作而穿梭于各大招聘会的同时，郑州轻
工业学院大学生记者团成员也分赴各大招聘会现场，针对大学生
就业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一次大型调查。

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600 份，实际收回 567 份，回收率为
94.5%，其中有效问卷537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9.5%。问题涉
及大学生对自己专业的喜爱程度、就业期望、就业素质的自我评
价、高校就业指导工作、择业的影响因素等方面。

调查显示，“迷茫”成求职高频词。有94%的大学生在刚进
入大学时就对自己今后的就业和人生进行过规划，但只有
8.62%的人对自己的规划付诸行动；没有人生方向，为就业而就
业，多数学生放弃“专业对口”原则；校园招聘会仍是毕业生求
职首选，但过半学生对校园招聘会不满意。 晚报记者 张竞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