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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文/摄 本报记者 张瑜 贾晶

“微信扫一扫，听老街故事”。在哈尔
滨市中央大街的很多历史建筑物上，都可
以看到这样的标识，然而按说明扫二维码
后，手机却跳转到一个广告的界面。这样
的商业推广不仅影响了游客对老建筑本身
探究的兴趣，还削弱了中央大街作为历史
旅游名街应有的文化韵味。

近日，记者尝试按中央大街上指示牌
的指引扫二维码操作，进入的公众号界面
最近一期推送显示在3月6日，其8条消息
均为购物、中奖类内容，与中央大街及其历
史毫无关系。这样的内容让兴致勃勃想来
了解中央大街故事的游客一头雾水。

作为哈尔滨甚至黑龙江省的旅游名
片，平衡好商业开发与文化保护传播的关
系，让老街故事的文化标签名副其实，而非
变成生硬的广告推广，应该是管理者和相
关部门需要思考的问题。

扫码听“老街故事”

出来的
咋成卖货广告

贴在保护建筑介绍下面的宣传卡。

3月 1日，在哈市道里区抚顺街附近
的人才市场，不少招工企业正在急迫地招
聘合适的工作人员。

年龄 55 周岁以下、力工根据性别不
同，工资在 180元/天～240元/天不等、架
子工工资在300元/天～320元/天、签订劳
动合同，8小时之外加班20元/小时……这
是一家国营船厂的招聘信息，该企业负
责招工的郭先生说：“我们主要招普通工
人，回厂后会专门进行培训。为了能找
到合适的工人，我们不但在薪资方面给
出了最大诚意，更关键的是还放宽了年
龄限制。”

然而令他失望的是，“来应聘的都是
55周岁以上的，年龄 30岁～40岁之间的
基本没有来问的。再等几天，招不来我也
就走了。”郭先生无奈地说。

哈市一物流公司负责人付先生是第
一次来该市场招工人，记者看到招聘启事
写着：“年龄25～44岁、月工资4～6千元、
提供食宿……”付先生说：“我来这里两天
了，来询问的寥寥无几，来问的也都是年
龄比较大的。”

根据智联招聘 2021年春招市场行情
周报显示：低学历、高龄求职者增长显著，
学历在高中及以下的求职者同比猛增
97.2%；年龄方面，高龄群体的求职人数也
呈现大幅扩张趋势，56岁及以上、45岁～
55岁的求职人数同比增速均超过一倍，分
别达到 139.8%、106.7%。由于 2020 年的
疫情冲击与经济上不确定性的增加，高龄
人群的再就业压力增大。而在调查采访
中，记者发现我省亦是如此。

哈市一家颇具规模的软件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参加了 2 日举行的“春风送岗
位 就业暖民心”春风行动大型系列网络
招聘活动。4日，该公司人力资源相关负
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准备招
40名左右的计算机软件工程师，但3天时
间里只有 4个求职者来电咨询。为了能
够吸引更多的中高端人才，我们还放宽了
年龄条件，并尽可能的提高薪资待遇，但
效果也不甚理想。”

一家从外省投资到我省的药企人力
资源部方经理告诉记者，去年 9 月份至
今，两次招聘，让企业很“上火”。“我们企
业是新成立的，想在黑龙江做强做大，招
工时，我们希望能招到本省年轻而且有专
业知识的人才，在关键技术岗位发挥作
用，可是招来符合条件的人员非常少。我
们只好降低学历要求，并许诺进行阶梯式
技术培养，这才勉强招到一些当地的年轻
人。”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七台河、双鸭
山、富裕县等市县近年来通过招商引资引
进了一批极具规模的企业，因为很难在当
地招到符合企业需求的人员，他们只能从
总部自带一部分工作人员前来。

招聘单位选合适人

在抚顺街人才市场附近，记者见到了
从延寿县来哈尔滨找工作的“00”后小苏。

“我主要是想找份饭店后厨的工作，已经在
市内几个人才市场转悠了好几天。”他说：

“工资普遍在3000元左右，和想象中的差距
太大。如果没有合适的，我准备到其他省
市去看看。”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道外区南康街的一
处人才市场。记者注意到，一般招工单位
给的工资基本在 3千元左右，缴纳三险；而
工资在5000元左右的，工作相对比较辛苦。

今年 55 岁的邢先生想找一份面案工
作，但看了几家饭店，不是待遇不理想，就
是工作环境不好。“一家饭店一天工作近十
个小时，一个月才 4500元。”他说：“再找一
找吧，我这年龄也不是很好找。”

高学历求职人才也不在少数。研究生
小刘即将在今年毕业，所学的专业是自动
化控制。他这些日子已经在哈尔滨新区寻
找适合自己专业的公司，但结果差强人意。

“无论是薪资待遇，还是上升空间都非
常有限，和理想有一定差距。”小刘说：“如
果再找不到合适的，我准备去珠三角等地
看看。那里企业多，机会也多，能进入发挥
自己特长的企业还是非常容易的。”

为何难寻称心如意的就业岗位？哈尔
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MPA中
心主任麦强表示，从目前就业形式分析，薪
资只是就业者重视的条件之一。很多比较
年轻的就业人员更看重的是未来发展空
间，与自我提升的路径。“恰恰我省缺少有
活力的中小民营企业、科技创新型企业，这
也使得年轻人就业面偏窄，很多求职者只
能选择远走他乡。”

求职者觅称心岗

1995年出生的小宋从宾县来哈尔滨后，一直
在“饿了么”平台从事外卖骑手的工作，他说：“工
资与在工厂打工没太大区别，反而还很辛苦。但
我喜欢这份工作，没有约束，非常自由，不用考虑
复杂的人际关系。”对于今后的发展，他表示，存
点钱后，准备自己创业，但具体在哪个领域还没
有具体规划。

调查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随着“数字化时
代”的到来，年轻人的求职思维也在不断发生新
的变化，一些学历较低的求职者在择业方面，更
习惯于从事与互联网有关的职业，例如网络主
播、游戏陪练、网络平台骑手等，而对于未来职业
长远规划缺少明确规划，在“兴趣”“开心”方面的
需求显然要更强烈一些。

麦强表示，虽然互联网平台提供了求职平
台，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互联网企业的总部、技
术研发人员都设置在资本聚集的城市，并没有设
立在我省，也就是说其核心竞争力没有在本地体
现出来，这对我省优势产业提升、经济核心竞争
力是否有帮助，都值得商榷。

哈尔滨师范大学就业指导处职业生涯教研
室主任李凤告诉记者，通过实地调研，我发现目
前本科以上高学历的年轻人就业观较以往发生
了不小的变化。首先，受疫情影响，选择出国留
学深造的人数在下降；其次，很多应届毕业生不
再盲目就业，对职业选择非常谨慎，经过深思熟
虑后再进行就业；第三，就业观念灵活度有了明
显转变，“先就业、再择业”已经不是一句空话，他
们不再盯着“死饭碗”，而是更加注重自我价值实
现、职业提升空间等；最后，也有很多应届毕业生
报考选调生，选择到基层艰苦的地方锻炼自己。

哈尔滨师范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2017
级生物科学专业学生小甄准备今年参加选调生
考试。他说：“毕业在即，对于今后的职业我也迷
茫过，身边有很多同学选择了一线城市，也犹豫
过。但当我看到‘到基层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
去’这句话时，心潮澎湃，便决定参与其中，让自
己到基层去历练，去为我的家乡做点事情。”

年轻人求职观有新变化

出租 破损 闲置 占道

智能便利店
咋失智了？

□文/摄 本报记者 苏强

近两年，哈尔滨市街头、江畔等地出现了许多漂亮的无人智能便利店，外
观为长方体，两米多高，四五米长，配有空调，商亭正面为玻璃结构，可以清
楚地看到里面货架上摆放着琳琅满目的货品。无论是靓丽的外观、充足
的货品还是完备的功能，智能便利店都是一个“高大上”的项目。与普通
仓买相比，其具备很多优势，能够 24 小时不间断营业，可节省人力，杜绝人
员接触，卫生且安全。可是经营了一段时间后发现，市民们对其并“不感
冒”。这些造型新颖的商亭虽然吸引眼球，却无法吸引人气，进去买货的人
寥寥无几。

据了解，智能便利店“叫好不叫座”的主要原因
是购买商品的过程复杂繁琐，耗费时间长，让人望
而却步。

按设定的操作规程，顾客想进入智能便利店买
东西，首先要用微信扫码关注公众号，然后注册手
机号，再用手机扫码，店门会自动打开，进入商亭在
货柜上选好商品后要放到指定位置经机器检验，再
次扫码支付费用，最后带着货品走出商亭。对于初
次使用的顾客来说，在没人指导的情况下整个过程
顺利走下来，估计得用五六分钟，如果哪个环节卡
住的话就会耗时更多。

一些本打算进去买点东西的人看了商亭外张
贴的使用说明后，便打消了念头。

其实，在快节奏的今天，更多的人是不会为了
买一瓶水或是一袋食品而浪费很长时间的，多走出
几十米找个有人值守的小超市买岂不更省事。

想吸引人气，必须要让人们初次使用就有一个

快捷方便的购物体验。
设想一下，顾客在门口扫码后，点击商品的名

称，完成支付，商亭里的自动分拣系统便直接抓取
相应货品，经传送带，从大门上的提货口直接送达
顾客手中，全部购物过程只需一次扫码并在十几秒
钟内完成。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智能便利店肯定能
赢得更多顾客的青睐。

以现在的科技水平，实现这一操作并不是很难
的事情。近些年来在一些景区、商场设置的饮料自
动售卖机都具有类似功能，省时又方便，相比之下，
智能便利店虽然体积更大，货品更多，可是智能化
程度却似乎有所欠缺。

设计者的初衷不得而知，也许就是要跟自动售
货机有所区别，就是要让顾客体验触摸式、零距离
选购商品的感受。

但这种设计的最终结果却是让人们感觉麻烦，
对其敬而远之。

外观漂亮货品充足 支付操作却不便捷

从目前情况看，为了应对销售低迷、顾客太少
这一问题，智能便利店并没有进行技术设备改造，
而是选择了更省事的做法，将“智能”改成“人工”。

前几日，记者路过南岗区西大直街与教化街路
口时发现，设置在人行道上的智能便利店里面已有
人在经营。顾客不需扫码就可直接推门进屋，相比
室外寒冷天气，商亭里很暖和，货架上摆放着各种
袋装小食品和瓶装饮料，桌子上还放着一台制作烤
肠的设备，里面一名中年妇女正在整理货物。记者
现场观察了一会儿，看到不时有顾客进去买东西。

西大直街与上夹树街交口处也有一个智能便
利店，门上写着“正常售货，不需扫码”。货柜上没
有摆放商品处于闲置状态，近两米宽的商亭占据了
人行道一半的空间。大直街与工程师街交口附近，

一处智能便利店已闲置很久，内部设施破损，门上
贴着出租广告。

位于道里区斯大林公园内的两个智能便利店
也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商亭外面还挂着招商合作
广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参与便利店经营的
人员可以先试干两个月，销售的大部分货品由公
司统一配送，期间免收租金，只需要支付货款。两
个月后经营者可以选择交纳租金继续干，也可以
选择退出。

如今的智能便利店已失去原有的科技光环，成
为街头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占道商亭。跟哈尔滨市
街头已有的由报刊亭、早餐亭“改行”的大量商亭相
比，它们的特点是地方更大，设施更新、环境更好，
因而占据人行道空间也就更多一些。

公司配货出租经营 无人智能改成人工操作

□本报记者 李天池 吴利红

近期，我省各地就业市场热闹异常，企业“招兵买马”，求职者跃跃欲试。但是面对热闹的就业市场，“找工”与“招工”
都喊“难”！这其中到底面临着怎样的困境呢？记者为此走访了我省就业市场及求职者。

李凤建议，对于招工和求职难
对接问题，应确保招聘信息渠道通
畅。大数据时代，应采用新技术手
段打通劳动力供需市场信息，供需
双方的信息沟通有助于劳动力市
场早日实现供需平衡。应联合互
联网企业开展针对我省省域的就
业情况评估，利用企业的大数据优
势、信息平台优势开展专项用工服
务。此外，做好人职匹配，学校要
加大对学生实践能力、应用能力的
培养，用人单位应该建立系统性的
岗前培训，使得毕业生能够尽快上
岗，适应岗位需求。

李凤表示，高校毕业生应加强
对自身进行职业生涯规划。系统
学习职业生涯规划的内涵，在自我
分析和环境分析的基础上，确定职
业目标，制定职业计划，懂得易变
性职业生涯之道，及时的评估和调
整。

麦强则建议，从长期角度来
看，我省应改变传统产业结构，把
握未来产业发展方向，集中一点发
展朝阳产业，以核心竞争力来促进
上下游产业链发展，产业发展就业
机会也会随之增加。“有了产业才
会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才能让求
职者看到未来的发展空间和提升
空间。”

利用大数据
精准服务供需双方

难 难

让“招工难”“找工难”不再难
采用新技术手段实现供需平衡

求职者在看招聘信息。 本报记者 李天池摄

春季招工企业需求旺盛。
本报记者 李天池摄

智能便利店改成人工操作。 门上贴着“正常售货，不用扫码”的通知。

人行道上的智能便利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