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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一片寂静，那个心仪的岗位并没有发来面试邀请；招聘网站信息
还未更新，意向行业依旧是昨天浏览过的几家公司；学校的就业信息群消
息 99+，翻阅了几条全是其他专业的招聘计划，江园芳失望地放下手机，昨
日的焦灼不安又重新上演。

2020 年春季，今年毕业的大学生们俨然还在经历一场“寒冬”。 一边是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用人单位招聘计划的搁置和招聘需求的萎缩；一边
是创历史新高的 874 万高校毕业生所带来的激烈竞争压力。

复杂严峻的就业形势下，毕业生们一边感慨“人生太难”，一边守望就
业，在“举步维艰”的求职路上逐梦前行。

“虽然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
看到成绩的一刹那内心还是很失
落。 ”江园芳是湖南农业大学会计
专业的一名应届毕业生 ，2019 年
一直全心准备考研， 错过了去年
秋季的校园招聘。 2 月 20 日，湖南
省研究生笔试成绩公布， 江园芳
知道自己又少了一条可选择的
路，越发焦虑。

“不能颓废。 ”2 月底，消沉了
一段时间后 ，江园芳决心开始找
工作 。 学校推迟开学 ，往年的春
招和双选会全部转移到线上 ，每
天上网浏览校园就业信息群和
各大招聘网站成为她的生活日
常。

“我的求职计划是只找和专
业相关的工作。 ” 江园芳告诉记
者， 最初自己优先考虑的是互联
网和房地产行业的大型企业 ，但
几次网申失败后她只好降低自己
的标准，只要岗位与专业相匹配，

她都会尝试投一份简历。
“虽然财务会计在各行业都

有招聘需求， 但是平台好管理好
的企业并不愿意招收应届生。 ”江
园芳从一位在互联网公司上班的
师姐口中了解到， 该公司往年都
有校招计划， 但今年只开通了社
聘渠道。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疫情
影响。 ”

到 4 月 11 日，江园芳一共投
递了 200 多份简历， 其中大部分
石沉大海， 少部分发来了面试邀
请，3 月上旬还有一家农牧行业的
企业给她提供了 offer。 目前，江园
芳每天继续活跃在各大招聘网
站 ，“得到一份 offer 心里有了底
气，没有之前那么焦虑，但还是想
为自己找一个更理想的工作。 ”

和江园芳处境一样， 南华大
学语言翻译学院的蔡佩也置身于
考研失败、 工作难找以及毕业论
文的“水深火热”中。

“现阶段我主要以修改论文
初稿为主 ， 空闲时会看一看学
校就业信息网或者就业群里发
布的招聘信息 。 ”疫情导致个人
节奏被打乱 ， 现在的她有些分
身乏术 。 “往年大四的学生这个
时间已经回学校准备毕业答辩
了 ， 困在家里毕业论文进度一
拖再拖 ， 找工作的时间也被不
断挤压 。 ”

蔡佩告诉记者自己更倾向于
寻找教育行业的岗位。 4 月 10 日
她得知学校安排了一场线上宣讲
会， 进去浏览了几分钟却发现大
部分是招聘理工科专业的企业 ，
自己的意向岗位不是很多。 “现在
每天越来越着急， 之后应该会尝
试拓宽自己的求职意向和渠道。 ”
蔡佩说希望企业能在疫情结束后
延长一段招聘时间， 那个时候她
提交了毕业论文， 能够专心准备
应聘和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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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照：夹缝中寻找希望

“班上其他同学都找到了工作，就我一个
人在家里焦灼不安。 ”王丹是一名护理学院的
应届毕业生，她实习的医院在外地，因为疫情
这份工作也被迫暂停。

王丹告诉记者，自己希望留在长沙工作，
但是她心仪的几所医院目前尚未发布招聘信
息，没有一个 offer 的她对班上已经签了三方
协议的同学羡慕不已。

为了跟上同学们的步伐 ， 积累求职经
验 ， 王丹每天会浏览学校就业信息网 、QQ
群等平台的招聘信息 ， 并参加学校开展的
线上招聘会 。 “学校就业信息群里信息太
多，翻不到头。 ”对于王丹而言，线上招聘存
在诸多“毛病”。

“一家企业的招聘信息，最先会在学校的
就业群里发布， 又被辅导员或者班干部转发
到班级群 ， 有时还会在就业网站上再次相
遇。 ”除了大小群里信息重复冗余，王丹表示
自己并不适应线上应聘，“有次应聘一家心仪
公司，不知哪里操作不当输入个人信息总是闪退，卡在
了网申阶段便放弃了。 ”

王丹总结近期自己在线上招聘会中最大的难题，
是居家隔离期间感受不到求职氛围， 难以进入应聘状
态，自己没有参与感和积极性。

3 月中旬她参加了广东一所医院的招聘，好不容易
通过了初筛和笔试， 在线上面试时她没能调整好自己
的状态， 原本 10 分钟的面试时间 4 分钟就结束了，她
最终没能通过考核。

一些与王丹一起参加这场面试的同学也表示自己
的面试时间没有超过 5 分钟， 自己与企业彼此了解都
不深入。 记者了解到，这种“短暂的面试”不止发生在一
家企业，很多公司为了增加面试人数，获取更多的选择
样本，面试官可能会压缩部分求职者的面试时间。

“3 月初，我应聘了一家电商企业的行政岗位，最后
一轮面试时对方才隐约透露这个岗位的核心工作其实
是销售。 ”南华大学机械学院的高秉伟对自己这次线上
面试的经历非常失望。 “如果一开始说清楚，就不用浪
费这么多时间了。 ”

线上招聘过程中，这种常出现在线下招聘中的“面
试骗局”仍然存在。 针对一些需求大应聘者少的岗位，
一些企业通过增加其它岗位的招聘计划吸引求职者来
报名， 等面试或者入职时再安排求职者去预先设计好
的岗位“锻炼锻炼”。

疫情之下线上招聘已然成为高校毕业生求职的主
要途径，面试转移到线上，企业与求职者双方的沟通无
法像面对面交流那样直观深入， 毕业生们面对类似的
“骗局”更需警惕。

被打乱节奏的不止蔡佩一
人， 湖南女子学院家政专业的应
届生魏思影去年秋招时便在校企
合作的单位中找到了一份实习工
作，2019 年下半年在上海某家养
老社区定岗实习了几个月。 过年
期间公司放了一星期假， 原本计
划正月初八回上海上班的她因疫
情搁置了行程。

“学校之前规定了半年的实
习时长，我还差一个月。 ”实习中
止令魏思影担心又无奈， 她告诉
记者自己很喜欢这份工作， 对公
司福利待遇也很满意， 留在这家
单位的意愿非常强烈。 同时她之
前了解到公司也会为实习生留有
一定的岗位计划。 “但是一场疫情
却让原本有了着落的工作没有了
下文。 ”

陷入漫长等待中的还有一群
顺利通过初试的“考研人”。 湖南

理工学院数学与计算科学专业的
宋宏科通过了本校研究生考试的
笔试， 从 2 月份得知初试成绩后
他每天都要刷新一遍学校的官
网，祈祷复试时间能够早日确定。

宋宏科告诉记者自己未来的
就业意向倾向留校就业， 为此他
一直在关注学校的辅导员招聘动
向。 “往年 4 月份已经开始进行辅
导员面试考核了， 今年却连招聘
公告都未发出通知。 ”“无所事事”
的宋宏科最近已经加入了父母春
耕播种的队伍。

“离梦想更近一步反而更害
怕结果落空。 ”南华大学机械学院
的赵心怡报考了深圳大学的研究
生，成功过线的她并没有松口气。
疫情之下各大高校开学时间一再
延后， 她担心原本的线下复试会
变成线上视频或者是电话面试 。
“网上有专家提出今年的研究生

取消复试 ， 直接以笔试成绩录
取。 ”这类消息让赵心怡陷入更深
的焦虑。

赵心怡的同班同学石凯每天
也在焦急的等待中。 他在 1 月份
参加了长沙市的选调生考试，3 月
7 日笔试成绩出来他发现自己有
很大的希望能被录取， 立刻投入
到紧张的面试准备中。

但是迟迟未公布的复试时间
让原本信心满满的石凯也深陷等
待的煎熬中。 按原计划参加完面
试后，他将转战毕业答辩，如今不
断延长的复试时间让他开始分心
为自己寻找另外的求职出路。

记者了解到， 疫情之下各大
高校和事业单位也深受影响 ，部
分高校开学时间至今未定， 事业
单位的招聘公告推迟发布， 各大
考试纷纷延后， 不少毕业生不得
不一再打乱原本的毕业计划。

困惑：因疫情搁置的考研与就业

石凯在网上浏览招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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