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创新 人才
2020年9月24日 星期四

主编：刘代荣 编辑：樊洁 美编：况中银
投稿邮箱：cqkejibao@sina.com08

就业问答

据统计，我国越来越多 90 后，尤
其是 95 后年轻人告别传统的毕业就
工作模式，成为“慢就业族”。大学毕
业生直接选择就业还是选择“慢就
业”，都是个人的选择，我们应当予以
尊重。从长远发展角度看，一些大学
毕业生选择“慢就业”未尝不是一种
理性选择。大学毕业生可以暂时停
下脚步，进行创业考察，思考人生道
路，找准事业发展方向，在“慢”的过
程中积攒、积累、提升，为下一步的就
业、创业打下更好基础。所以对此，

社会应当多一些包容、宽容和理解。
但是，大学毕业生选择“慢就

业”，要充分计算自己和家庭可以承
受的时间成本、经济能力。选择“慢
就业”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实现更高质
量的就业，“慢”本身并不是目的。大
学毕业生一定要事先确定“慢就业”
的规划和目标，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实
现自我提升，让“慢就业”有意义，不
能因“慢就业”没有压力而漫无目的，
荒废了“慢就业”的大好时光。

总之，一些大学毕业生可能会选

择“慢就业”，但青春宝贵，大学毕业生
还是应当优先选择就业，走进社会，

“慢就业”应是次优选择，尤其是不能
因懒得就业、害怕就业、逃避就业、不
愿就业而选择“慢就业”，把“慢就业”
当成“懒就业”“怕就业”“不就业”的遮
羞布和借口。同时，高校需要强化职
业生涯规划、就业技能教育，引导大学
生在校期间树立职业目标，提高职场
竞争力，教育大学毕业生正确、科学认
识“慢就业”，为选择“慢就业”的大学
毕业生提供更多帮扶。

本报讯（记者 李文）近日，2020
秋季“蓉漂人才荟”暨“成渝双城”（成
都）人才招聘会”在成都世纪城新国
际会展中心举行。活动紧扣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战略大局，面向
两地广大用人单位，着力促进成渝两
地高校毕业生和外地来渝来蓉青年
人才就业创业。

据了解，此次活动采用“线上+线
下”模式，求职者可通过重庆英才网、
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方

网、成都人才网等线上平台了解更多
活动信息并参与报名。同时，线下活
动现场设置了“百万引才兴重庆”引
才活动专区和“蓉漂”青年人才招聘
专区，旨在大力宣传“重庆英才”品
牌，展示重庆城市形象和发展前景，
介绍重庆人才政策与人才环境，让更
多人才参与活动，并招引到重庆。

据统计，此次活动共吸引611家
单位报名参会，发布需求岗位人数2.3
万余个，现场接待求职者1.8万人，根据

现场回收的有效反馈表统计，本场招
聘会总体意向达成率29.1%，招聘效果
满意率96.8%。作为联合承办方，重庆
方面共组团85家优质用人单位参会，
其中事业单位11家、高校10家、国有企
业31家、科研机构4家、股份公司及私
营企业29家，累计发布职位需求627
个，拟聘人数接近2500人，重庆招聘
团共收到简历3816份，其中博士35
份，硕士1846份，本科1902份，其他33
份，初步达成意向560人。

成渝两地联合举办人才招聘会

“慢就业”莫成“懒就业”
■ 张立美

目前网络安全人才队伍呈现哪
些特点？网络安全行业哪些岗位最
抢手？近日，安恒信息网络空间安
全学院发布的《2020网络安全人才
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
书》），从多个维度对网络安全人才
培养和职业发展的整体形势进行
全面分析，为院校、企事业单位
的人才培养提供借鉴。

人才性别比例趋于均衡

《白皮书》显示，当前网络安全从业
人员的年龄最多集中在25~30岁，其次
是30~35岁。同时，25岁以下从业人员
占比较去年略有提高，网络安全行业正
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就职。其中本
科学历最多，占比为62.57%；硕士占比
有所提高，为17.71%。

根据报告执行的数据分析情况，
目前网络安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这
些主要特点：在校网络安全人才中性
别比例愈加趋于均衡，网络安全学生
中女性占比连续两年缓慢上升；新基
建的提出对网络安全人才择业观影
响较大，网安专业学生和从业人员均
认为新基建将带动网络安全行业的
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和选择机会；
网络安全专业的学生更倾向于选择
政府、高校等稳定性高的单位就业；
网络安全专业在校生及从业人员均
认为疫情影响和新基建的开展，将导
致企业更倾向于招聘研发和安服等
技术性要求较高的员工。

总体来看，随着更多院校开设网
络安全相关专业，且办学模式不断成
熟，在校生的数量和质量均有提升，
而各类网络安全法律法规的出台，以
及新基建驱动的数字化业务所伴生

的网络安全需求，必将促进网络
安全人才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推动网络安全人才培
养良性发展。

国企是吸纳人才的主力军

网络安全行业就业方向如何，企
业更需要哪类人才？《白皮书》在网络
安全行业需求情况分析一章中提到，
从用人单位的性质来看，国有企业占
比最高，占总数的42%，民营企业占
总数的40%，外资企业占总数的18%，
说明国企是吸纳网络安全人才的主
力军。

从用人单位规模来看，中大型机
构吸纳网络安全人才能力较强。其
中，规模在1000~2000人的中型企业
对网络安全人才的需求量最大，占比
约30.97%。

而从地域范围来看，网络安全人
才的需求高度集中在北上广等一线
城市。北上广三地的需求量之和占
了总需求量的54.94%，超过了半数。
这和北上广聚集了大量的网络安全
相关的企业和机关有很大的关系。

从城市角度分析，北京、上海、深
圳、广州和成都的网络安全人才需求
量名列前五。

从业人员
主要以技术研究为主

网络安全行业，哪些岗位“最吃
香”？哪些岗位“最缺人”？《白皮
书》提到，网络安全从业人员
的岗位分布最多集中
在技术岗位，占比
41.3%，其次

是研究和管理岗位，分别占比20%和
18%。目前从事教育培训和网络安
全咨询的较少，分别只有 3%和
4%。这也说明，网络安全从业人员
主要以技术研究为主，体现了行业
科技密集型特点。

此外，受疫情影响，网络安全
从业人员目前缺乏的岗位人才主
要分布于技术服务人员和研发人
员。即使从事技术岗位的人员
占比最多，技术服务人员的需求
量还是居于最高位，达44.14%；
研发人员和项目管理人员的
需求量占比分别为34.08%和
14.67%。可见网络安全企
业不仅处于科技密集型行
业，同样也是人才密集
型行业。即使在疫情
期间，网络安全人才
还是处于短缺状
态，因此，从事网
络安全技术方
向的人才更
好就业。

《2020网络安全人才发展白皮书》发布

技术服务人员最抢手
■ 尹江勇

问：什么是工伤复发？

答：所谓工伤复发，是指工伤人员经
治疗，伤病情已稳定或相对稳定一段时
间后，又在原工伤部位（伤口）出现与原
工伤致病因素有关的活动性病灶和明显
体征。需要说明的是，复发疾患需与原
工伤部位有医学上的必然联系或相一致
性方可确认。如因工负伤致股骨头、颈
骨骨折，经治疗后骨折愈合，但若干月后
原工伤部位出现缺血、坏死等。

问：工伤复发能享受哪些待遇？

答：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八
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经
办规程》（人社部发〔2012〕11号）第四十
四条规定，工伤职工旧伤复发，经治疗工
伤协议医疗机构填写“工伤职工旧伤复
发治疗申请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审
核，享受工伤医疗和停工留薪期待遇。
停止工作治疗休养期间，由用人单位按
停工治疗前正常上班期间工资福利待遇
不变，按月发给。

需要注意的是，工伤职工与遭受事
故伤害所在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
系，领取了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就
业补助金的，工伤保险关系已经终止，旧
伤复发不再享有工伤保险待遇，原则上
由工伤职工自理。

问：工伤复发由谁来确定？

答：根据《关于实施〈工伤保险条例〉
若干问题的意见》（劳社部函〔2004〕256
号）第七条规定，工伤职工旧伤复发，是
否需要治疗应由治疗工伤职工的协议医
疗机构提出意见，有争议的由劳动能力
鉴定委员会确认。

（来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