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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政府购买
基层岗位吸纳毕业生

江苏省人社厅会同省财政
厅近日印发《关于做好政府购买
基层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
工作的通知》，加大政府购买基
层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岗位力
度，用于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
政府购买的基层岗位主要是乡
镇（街道）、村（社区）就业社保、
文化教育、医疗养老、农业水利、
扶贫救助等领域公共管理和社
会服务岗位。招录对象重点为
江苏籍应届高校毕业生和毕业
后 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具
有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农业
技术、农村水利岗位可放宽至全
日制大专学历。

全国约百城
火拼“抢人大战”

日前，恒大研究院和智联招
聘联合发布“中国城市人才吸引
力排名”报告。报告指出，中国
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及比
例分别在 2011、2013 年见顶，标
志着过去长期支撑经济高速发展
的人口红利消逝，亟须转向人才
红利。2017年以来全国约100城
先后掀起“抢人大战”，既是抢年
轻人口更是抢人才。从人才吸引
力指数观察，2019年上海、深圳、
北京位居前三名，上海连续三年
第一，广州、杭州、南京、成都、济
南、苏州、天津位居前十。

女生薪酬预期
低于男生

前程无忧日前发布《2020中
国优秀大学毕业生需求和求职
报告》显示，在教育程度上，女性
高校毕业生不输于男性毕业生，
在薪酬预期上普遍低于男性。
面对艰难的就业市场，女大学毕
业生比男性毕业生更焦虑。65
所高校中985大学和理工类高校
超过半数，男性毕业生的数量优
势主要来自工科专业；在商科和
文科中，女性毕业生占到了绝大
多数，即使在以数学、物理、化学
和计算机软件应用为主的理科
专业，在中国最好的大学里，女
性的比例也在逐年提高，并接近
半数。 （职宗）

职场既是我们安身立命之
地，也是体现个人价值的重要场
所。晚报今年开设《职场》版，

“职观察”关注职场热点，“职资
讯”为您提供最新信息，“职言片
语”和您分享思想，“职场那些
事”聊聊职场发生的各种趣事难
事烦事新鲜事……期待《职场》
成为您的好朋友，陪您一起走职
场。《职场》版欢迎大家提供新闻
线 索 ，QQ:466363421，邮 箱 ：
466363421@qq.com。

京江晚报讯 近日发布
的《镇江市 2020 年二季度人
力资源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
告》显示，制造业、居民服务和
其他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是
用人需求量居前三位的行业。

二季度进入全市各级人
力资源市场招聘的用人单位
需求总人数为 72238人，前来
进行登记的各类求职人员共
有 51259 人。二季度市场求
人倍率为 1.41，即 141 个就业
岗位由 100个求职人员竞争，

与去年同期相比，由于疫情防
控要求，人员流动性减少，求
职人员特别是外来求职人员
的减幅较大，求人倍率上升了
0.16，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的总
量性矛盾有所加剧。

从产业分组的需求情况
看，第二产业需求 41847 人，
占总需求的 57.93%，与去年
同期相比，需求比重上升了
3.00 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
需求 30343 人，占总需求的
42.00%，与去年同期相比，需

求比重下降了2.99个百分点。
报告显示，制造业用人需

求分别为 36067人，需求比重
为 49.93%，紧随其后的是居
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批发和
零售业。内资企业仍是企业
需求的主体，需求 65246 人，
所占比重 90.37％，与去年同
期相比，需求比重上升了0.09
个百分点。

从职业大类供求对比情
况看，用人需求主要集中在生
产 运 输 设 备 操 作 工（31208
人）、商 业 和 服 务 业 人 员
（18469 人）、专业技术人员
（9495 人）这三个职业大类，
求职人员则主要流向生产运

输设备操作工、商业和服务业
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三类职
业。

报告显示，85.41%的用工
需求对劳动者的年龄都有所
要求。25-34 岁年龄段是人
力资源市场需求及求职的主
体，分别占总需求的 37.69％
和求职总数的 32.50％，求人
倍率 1.84。其次是 35-44 岁
年龄段，求人倍率1.25。而45
岁以上年龄段的求职人员数
多于需求数，求人倍率 0.80，
45岁以上年龄段的求职人员
求职压力较大。

（郑就 沈春来）

二季度人力资源市场报告显示——

制造业用人需求量最多

“年轻都不敢，以后更不
敢了！”“手里有钱就不需要，
没钱就需要。”连日来，“年轻
人辞职需不需要冷静期”引发
热议，有人认为裸辞能让他们
抛开顾虑，寻找下一份更适合
的工作。有人则认为应该给
自己一个冷静期，任性裸辞到
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不同
的观点针锋相对，总体而言年
轻人更多的认为不需要冷静
期，而有职场阅历的人则倾向
于冷静处理离职问题。

年轻人更易裸辞

小张是位职场新人，单位
这段时间以来经常加班，他也
不例外。好不容易有个周末
了，小张想好好休息调整一
下，不料等他打开手机时发
现，人事经理在单位的微信群
里对他进行了通报批评，说

“别人都在想着自己应尽的劳
动义务，只有你想着自己的休
息，想着自己有多累。你已经
不是学生了，希望能够长大”。

原来，单位在微信群临时
通知周六加班，他没有及时开
机，因此未看到加班通知。小
张想到并非自己有意逃避工
作却被点名批评，一气之下提
出辞职。

像小张一样的年轻人不
在少数，一言不合裸辞成为工
作日常。据某招聘网站的一
项调研显示，越年轻，越容易
冲动，90 后和 95 后中有“裸
辞”念头的比例高于 70 后和
80后。想裸辞的最大原因是
看不到发展前景，有 75.8%的
人选择了此项。裸辞的第二
大影响因素是工资待遇，五成
多的人因为工资待遇差想裸
辞。而随着新生代进入职场，
不同代际人群之间的观念碰
撞加剧，四成多的职场人因为
和领导价值观不同产生裸辞
想法。

一家知名招聘公司曾针
对 15万份用户的公开档案进
行统计分析，发现职场人第一
份工作的平均在职时间呈现
出随代际显著递减的趋势。

70后的第一份工作平均超过
4年才换，80后则是3年半，而
90 后骤减到 19 个月，95 后更
是仅仅在职 7 个月就选择了
辞职。从中可见，新生代频繁
更换第一份工作，主要是他们
更加追求独立自主，关注自身
感受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一旦
发现工作与期待不符则会更
快做出其他选择。另外，现在
获取职业信息和机会的渠道
越来越便捷，更换工作变得更
加简单和频繁。

允许年轻人试错

辞职是否需要冷静期？
要与不要两种观点不相上
下。某央媒在微博的一个小
投票昨日上午共有 2423人参
与，其中有 1098票认为“年轻
人还欠缺抵御风险的能力需
要冷静期”的占比达 45%，而
投“想辞肯定有理由的不需要
冷静期”的为 1219票，占比超
过一半。

从多家媒体的微博投票
情况看，两者大致相当，但总
体而言不需要冷静期的超过
需要冷静期的，其中职场新人
认为不需要冷静期的更多。

小孙刚毕业时进入一家
公司工作，原本好好工作，不
过她发现，同事拉帮结派，各
有自己的小圈子，她工作再努
力，不融进去也会被孤立。在
压抑的环境下工作了几个月，
她终于忍不住了，果断裸辞，
很快入职一家新兴公司，融入

其中，工作顺利多了。小孙现
身说法，赞成不要冷静期：“直
接走人，既然有了离职的想
法，肯定不是突发的，一定是
潜意识不愿意干很久了，只是
在某一瞬间爆发了而已。与
其左思右想，犹豫再三，不如
迅速调整，反而会找到新的合
适的岗位。”

“应该允许年轻人试错，
没有人保证自己一开始的选
择都是对的。”已工作 3 年多
的林先生表示，前两份工作都
不太理想，当时都是裸辞，虽
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现在
的工作环境、待遇等越来越
好。如果当时不敢裸辞，不敢
闯，现在肯定还是不快乐。“从
自身的经历看，年轻人辞职需
要的不是冷静期，而是需要冷
静，认真思考当下的实际情
况，选择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另
寻岗位”。

辞职要三思后行

“辞职要深思熟虑，年轻
人要考虑将来的发展，中年人
要考虑家庭及自己的承受
力。”一位网友说，不管哪个年
龄段，离职都不能任性，要三
思而后行。

不少职场人士对辞职保
持审慎的态度，希望有个冷静
期，在辞职时权衡利弊，如果
单位和员工双方有一方后悔，
经协商可以恢复劳务关系。

金先生现在常常为自己
的冲动辞职而懊悔。他曾是

一家单位的中层，在一次活动
方案的制订中，他与领导的想
法出现了差异，坚持认为自己
的方案更加可行务实，在辩论
中与领导发生了冲突，一怒之
下立即辞职。一辞职，他才发
现人走茶凉，另找工作高不成
低不就，还不如在原来岗位上
得心应手。他感慨道，如果当
时没有那么冲动，能冷静而全
面地考虑一下领导的意图，也
就不会有后来的种种不顺。

因为是裸辞，没有任何规
划，导致他找的工作不如以前
风光。金先生表示，盲目的辞
职，后果严重，一个岗位不满
意，会陷入不停跳槽的怪圈。
如果当时有个辞职冷静期，会
认真思考一下自己为何离职，
是自己的问题还是单位的问
题？是能力不够还是有其他
问题？离开单位的平台是否
还能有更大作为？

一位职场资深人士表示，
不管是否需要冷静期，辞职千
万不能意气用事。如果辞职
符合你的职业规划，并且手上
有些存款没有影响到家庭和
生活质量，可以大胆闯一把。
不过，尽量不要裸辞，特别是
在疫情影响的当下，先找到目
标行业及单位，然后再辞职也
不迟。另外，最好优雅离职，
主动与领导沟通，告知你辞职
的决定。离开前，站好最后一
班岗，妥善交接相关工作。

（沈春来）

年轻人辞职需要冷静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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