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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企稳向好，就业市场也
明显回暖。机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
季度招聘岗位和求职人数呈现“供需
两旺”。不过，今年就业形势依然比
较复杂，特别是高校毕业生规模再创
新高，叠加国内外环境不确定因素增
多——就业压力怎么破？

“金三银四”
招聘岗位显著增加

记者从几家大型网络招聘机构了
解到，今年以来，招聘岗位和求职人数
同比大幅增长，3、4月就业市场旺季已
基本恢复。

“从我们观察的情况看，今年中小
微企业经营状况较去年明显改善，服
务业特别是春节后物流、餐饮、旅游等
行业快速向常态回归，就业市场供需
两端都在加快释放。一季度岗位供给
同比增加70%至80%，一批求职者实
现稳定就业。”BOSS直聘研究院院长常
濛表示。

不过，包括高校毕业生在内的不少

待就业人员，仍面临较大压力。一家上
市公司人力资源专员告诉记者，大型企
业一个招聘岗位就能收到几百人的应
聘简历，竞争有多激烈可想而知。

智联招聘监测全国38个核心城市
的招聘求职数据也发现，经历了疫情，
求职者更加追求稳定，国有企业和上
市公司明显更受青睐。一季度全国人
才竞争指数同比下降2.3，说明压力较
去年缓解，但环比上涨了9.9。

竞争压力加大
用人单位要求也在提高

多位业内人士分析说，求职者感
受到的就业压力，既有外因也有内因，
一方面外在竞争压力加大，另一方面
个体对就业也更有选择。

据人社部副部长李忠介绍，今年需
要安排就业的城镇新成长劳动力仍然
在1500万人左右，其中高校毕业生的规
模909万人，再创历史新高。此外还有
不少往届的未就业毕业生在求职。

“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带动就业需
求扩大，一季度我们平台上各企业对
应届毕业生的岗位供给增加了160%，
但是对应届生的要求也在逐渐提升。
求职人员数量也增多了，除国内院校
毕业生外，留学生春节后回国求职的
人数已连续两年翻番，所以毕业生感

受压力是正常的。”常濛说。
多家招聘机构反映，用人单位普

遍希望新进人员能更快上手，除了要
求本科以上学历的比例逐年增多，对
求职者技能的要求也越来越明确。

从微观看，不少求职者特别是“95
后”“00后”，对工作环境、职业发展、企
业文化等也更“挑剔”。一些年轻人不
愿意进工厂，对一些缺人的行业、制造
业企业却兴趣不大。

“部分毕业生的压力也来源于自
身定位及求职方向上的局限。”人力资
源管理师朱丽亚认为，一些学生缺乏
职业规划教育和引导，也不了解职场
需要什么技能，导致就业时“眼高手
低”，或者难以满足招聘要求。

非常之举应对“最难就业季”

就业是民生之首，高校毕业生等
重点群体又是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
面对“最难就业季”，我国持续强化就
业优先政策，人社部等相关部门和单
位正在采取非常规举措，大力推动稳
岗增岗，积极拓展就业渠道。

人社部2021年大中城市联合招聘
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近期正在推出
互联网、机电机械、石油化工、医疗医
护线上专场招聘会等23场特色活动。
截至3月26日，已有1286家用人单位

提供约1.2万个岗位，后期将有更多用
人单位陆续加入。

不久前清华大学举行年度规模最
大校园招聘会，300余家用人单位带来
8000余个招聘职位。截至目前，清华
大学 2021 届毕业生签约率已超过五
成，高于往年同期水平。

据李忠介绍，下一步，人社部在
稳岗增岗方面，将继续落实好吸纳就
业补贴、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等政策，
通过保市场主体来稳住就业的基本
盘；支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支持
中小微企业，支持劳动者创业，完善
灵活就业的劳动保障制度，进一步扩
大就业空间。

在加强培训和服务方面，人社部
将针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
群体，实施分类精准帮扶，提供更有
针对性的就业服务；深入实施职业
技能提升行动，提高培训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着力缓解就业结构性矛
盾；强化兜底帮扶，保障失业人员的
基本生活。

“虽然仍存在一定压力，但也有很
多有利条件实现就业总体稳定。经济
持续稳定恢复，继续为市场主体纾困
不松劲，服务业恢复性发展，以及灵活
就业层出不穷，这些都将有利于促进
就业，带动岗位的增加。”国家统计局
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说。

问：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
围有哪些？

答：根据《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
规定》规定，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
范围包括：（一）矿山井下作业；（二）
体力劳动强度分级标准中规定的第
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作业；（三）每
小时负重6次以上、每次负重超过

20公斤的作业，或者间断负重、每次
负重超过25公斤的作业。

问：休了产假，或者因治疗工伤
休了假，当年还可以休年假吗？

答：《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
办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1 号 2008 年 9 月 18 日施行）明确规
定，职工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的，
享受带薪年休假（以下简称年休
假）。职工依法享受的探亲假、婚丧
假、产假等国家规定的假期以及因
工伤停工留薪期间不计入年休假假
期。因此，满足休带薪年休假条件
的职工，依法享受的产假及因工伤

停工留薪期间不计入年休假假期。
问：用人单位安排怀孕7个月以

上的女职工从事夜班劳动，会承担
哪些法律责任？

答：根据《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
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安排
怀孕7个月以上的女职工延长劳动
时间或者从事夜班劳动，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按照受侵害女
职工每人 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
的标准计算，处以罚款。

（来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政
务微信）

即将毕业的应届生想要找到一份
好工作，需要先做好一件事——准备一
份得体且优秀的简历。以下简历制作
时常出现的误区需避免：

误区一：岗位和简历匹配度低
由于毕业生应聘的岗位是不同的，

如果每个岗位都做专属简历也不现实，
所以要特别注意岗位和简历匹配度的
问题。例如，你应聘厨师，简历却处处
都在表现你会唱歌，这样的简历怎么能
让HR给你面试机会。

误区二：缺乏有效信息
一份简历如果仅罗列个人经历，比

如参加了什么活动、去了哪些公司实
习、做了什么项目等，这些有条目的罗
列，完全没有展示出个人的成绩和价
值。这种流水账式的简历，很难在众多
的简历中脱颖而出，最终的结局大多是
被瞬间淘汰出局。

误区三：版式配色太杂乱
天天看简历，HR也会出现审美疲

劳，简历要想打破常规，让HR眼前一
亮，那么制作简历时就要下一些功夫。
特别是简历的封面、内容版式的配色不
能过于杂乱，如果色彩过于鲜艳，靠独
特的设计感来博眼球的简历，其结果也
将是被HR扔进垃圾桶，因此，简洁大
方、清晰明了的设计反而更加分。

近日，“今年高校毕业生909万
创历史新高”话题登上微博热搜，这
似乎印证了那句苦涩的自嘲：史上
最难就业季，永远是今年。2021 届
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引发了社会各
界强烈关注。

就业是民生之本、财富之源，是
反映人民幸福指数的“晴雨表”，而就
业也是每年就业季都逃不开的话题，
是毕业生开始不受学校保护迈向社
会的第一步，是否顺利实现就业直接
影响大学生与社会的衔接，直接关系
毕业生的未来。今年，高校就业形势
不容乐观，在874万2020届毕业生的
工作还没有完全得以落实之后，909
万2021届毕业生大军已经浩浩荡荡
进入求职市场，使原本就不乐观的就
业市场更是雪上加霜。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大学
生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毕
业生就业难和用人单位招工难现象
并存。一方面，高校毕业生就业期
望值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制造业、
服务业普工难招、技能人才短缺。
对大学生而言，首先要做的是更新
择业观念，才能在就业市场脱颖而
出。“不愿去”“不喜欢”“工资不合心
意”“不感兴趣”是很多毕业生普遍
存在的问题。有时，并非工作难找，
而是很多毕业生并没有找到自己心
仪的工作，对于工作的期许普遍偏
高。并非高地位、高待遇的工作才
能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最适
合自己、自己能力范围能达到的才
是最好的。部分毕业生在学校时未
能及时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没有

明确的求职意向，这样就导致毕业
时感到恐慌与不知所措，让自己有
一个漫长的求职之路，加入了就业
困难群体。

当然，我国当前还面临着疫情
防控常态化、经济转型升级、国际战
略博弈等多方面重大影响，高校毕
业生就业工作仍需要相关部门高度
重视，继续扩展政策性岗位、开发市
场性岗位、优化就业指导服务、帮扶
就业困难群体。

大学生就业，每个选择都有光
彩。过去那些将学历和就业画等
号、以岗位光鲜度论成功的旧观念，
早就该打破和改变。毕业生对职业
选择应尽早规划，听从内心的召唤，
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就足以成就
属于时代的骄傲。

最难就业季，更新择业观念是关键
■ 刘阳 刘俊彦

高校毕业生规模再创新高
就业压力怎么破？

新华社记者 姜琳 谢樱

制作简历
避免3大误区

■ 祖璐璐

就业问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