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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一学历似乎成了我的污点”这一话
题，登上社交媒体平台热搜。

在官方语境中，“学历”仅指一个人取得的最
高学历。所谓“第一学历”，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
伪概念。

在倡导终身学习、不断深造的当下，依然有不
少企业出于各种原因，只认求职者的“第一学
历”。一些不客气的企业甚至会直接告知求职者：
虽然你的博士念得不错，但本科（专科）学校还差
点意思。令人大跌眼镜。

扫除“第一学历歧视”偏见，为求职者提供更加
公正合理的竞争环境，不仅是用人单位与应聘者之
间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还关乎人才资源的高
效率匹配、关乎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也折射着
全社会看待奋斗与机遇之间辩证关系的态度。

一

“第一学历歧视”是一种貌似合理的偏见，一
些说辞也常有意无意为之开脱：

“企业想招谁就招谁，标准想怎么定就怎么
定。”我国法律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权，求职
者与企业的双向选择应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具有
市场性和一定的公共性。将“第一学历”视同于

“业务能力”，有违就业公平。
“不用第一学历筛，哪里忙得过来？”这种偏

见，折射出用人单位筛选能力的不足。客观地说，
学历与能力具有一定相关性，但没有绝对的因果
关系。HR作为人力资源的把关人，理应为用人单
位招到最适配、最胜任的人才，如果仅以“第一学
历”划线，看似简化流程，实则是舍本逐末。

“第一学历最值钱，后取得的学历含金量不
高。”每个人的求学经历都是具体的，求职者能否
胜任一份工作，更需要多方比对考虑。仅仅用“第
一学历”来一棍子打翻一船人，不仅显得傲慢，也
忽略了众多学子不断提升自我、持续深造的努力。

事实上，学历只是是否适配工作的若干因素
之一，责任心、抗压力、学习能力、表达能力、社会
经验乃至生活习惯等，都会直接而深远地影响人
的职场表现。

学校如赛道，职场如旷野。或许学生时代评
价标准单一、固定，但职场会随着企业经营、社会
发展、技术进步而不断嬗变演化，能否适应职场、
适应哪处职场，远非一个“第一学历”所能概括。

二

纠结“第一学历”的本质是一种学历崇拜。
重视教育与知识，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

凝聚全社会广泛共识的强大力量。然而，当下显
然与 1977年刚恢复高考时不同。当时，社会经济
结构相对简单，评价人才的标准也就相对单一。

在当时，“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不仅是事
实，而且具有一定合理性。

而当下新技术层出不穷、新业态频频涌现，移
动互联网、大数据乃至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职
场。同时，大学扩招、全民教育也让高质量教育资
源更加普惠，昔日里遥不可及的“高学历”正在走
入“寻常百姓家”。正因如此，我们有必要对“第一
学历歧视”做一次正本清源的梳理。

第一学历的取得有太多偶然因素。进入什么
样的学校、获得什么样的第一学历，不仅与个人的
奋斗息息相关，也受到考试状态、考学年份、报考
技巧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第一学历之外，第二、第三学历的取得，其实
何尝不能衡量出求职者的综合素质呢？仅以笔者
所在的新闻行业为例，过去十年间整个行业经历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文字、图文到直播、短视
频，内容形态、行业标准、技能要求正在发生根本
性变化。

而这些新知识、新技能，绝大多数是边用边
学，在实践中摸索。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在职
场摸爬滚打，还是考取研究生继续深造，持续不断
地学习与实践，给工作带来的助益远大于“毕业于
哪个本科院校”。

我们都知道，“第一学历”是一个并不准确的指
标，若将它作为求职“门槛”，会在无形之中给学生
群体一个并不合理的导向——鼓励学历崇拜、加剧
教育“内卷”。而这，绝非求职群体与用人单位之
幸，更有可能造成资源错配，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

三

杜绝“第一学历歧视”，需要多管齐下，形成合力。
求职者面对“第一学历歧视”时，应努力平稳

心态，认识到这并非对个人能力的否定，而是一种
并不合理的偏见。用人单位应从选取用人、企业
发展、市场秩序等角度出发，切实提升人才选拔筛
选能力，避免资源错配、人才错判。

各类院校应多加研判、有所行动。学校应从
学生发展与就业的长远角度考虑，尽可能提供实
用有效的技能培训、求职辅导和实习实践，解决好
学校到职场的衔接。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好地满
足企业需要、市场需求，同样是在为学生的成长和
发展负责。

有关部门应适时研究更新“反就业歧视”相关
法律，在全社会形成更加多元、弹性、有针对性的
人才评价机制。与此同时，有关部门应加强检查
督导，对产生恶劣影响的就业歧视事件及时跟进
并向社会公示，以求标本兼治之效。

经济社会越是迈向高质量发展，人才便越显
得珍贵。求职者如何找到“相看两不厌”的目标，
用人单位如何“吹尽狂沙始到金”，全社会如何“不
拘一格降人才”等等，不仅仅只是一项单纯的技
术，也是一门需要用心用情的“艺术”。

据重庆瞭望

就业是永恒的课题。
最近，四川农业大学的《2024届毕业

生就业指南》火遍网络，《指南》里包含就
业月历、就业政策、就业发展、简历写法等
实用内容。网友们看完纷纷呼吁，“大学
生值得人手一本”。

一本就业指南为何可以从校内火到
校外？《指南》里藏着怎样的就业“秘笈”？
眼下正是应届生求职季，探寻《指南》“出
圈”背后的逻辑，具有现实意义。

一

到底该选考公、考研，还是就业？什
么时候开始找工作？就业信息去哪儿查
看？面临毕业季，相信很多毕业生都曾遇
到过这些令人“头大”的问题。而当我们
将这些疑问一个个解开，却往往已经错过
了就业择业的最佳时机。

大学生作为成年人，理应当好自己职
业规划的第一责任人。但客观来说，面对
眼花缭乱的就业信息、纷繁复杂的就业市
场、众说纷纭的职业建议，要求久居“象牙
塔”的大学生们短时间找到一条适合自己
的道路，未免有些强人所难。

如何有效降低应届毕业生择业就业
的试错成本，事关青年的发展和前途。

“这才是大学生该看的就业指南”
“川农有心了”“建议全国推广”……从
网友留言中可以看出，四川农业大学推
出的这本《指南》“深得我心”。那么，四
川农业大学做对了什么？

有心，看似“无心插柳”，实则用心树
人。面对《指南》突然爆红成为“顶流”，参
与编写的招生就业处老师表示：实属无心
插柳。

其实，这项工作学校已经开展近 10
年之久，截至目前，已经先后修订推出了
10版就业指南。每年从编写、排版到校
稿，往往要历时 4个多月，逐字校对 3—5
遍直至定稿，为每一届学生提供最切合实
际的就业指导。

服务好学生的个人发展，也是在推
进学校事业的整体突破。事实证明，四
川农业大学凭借其对学生负责任的培养
模式，不仅“拉满”了校友的自豪感，也赢
得了全社会的美誉度。

有情，于细节处体现人文关怀。“我们
川农人，都是有情怀的人。”10月26日，在
该校召开的校企（地）人才培养座谈会上，
四川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庄天慧表示，站在
国家战略高度，学校为社会培养了一批知
农爱农的高素质人才，勇担社会责任；站
在个人发展角度，学校努力将他们送往更
适合自身发展的平台和轨道上去，更好地
实现人生价值。

在“996”“00 后整顿职场”“职场
PUA”成为热门话题的当下，年轻人对职
场有焦虑、有迷茫，这时候更需要有人“扶
一把”，为他们注入信心和动力。这本为
校内学生编写的内部资料能够得到全网
大学生的青睐，说明戳中了当下大学生的
共同心理。

青年是国家的有生力量，是民族的未
来，应该得到全社会更多的关怀和鼓励。
正如《指南》中《致 2024届毕业生的一封
信》一文暖心地写道：“江山有待，自强不
息。青春有梦，奋斗以成！”

有用，起点和落点都是为学生服务。
翻开这本薄薄的《指南》，“干货”满满。一
百多页的篇幅，涵盖了就业月历、就业去

向与政策、就业指导与服务、常见问题、师
兄师姐的求职经验分享等，可谓极具实用
性和操作性。

“在网络如此发达的今天，关于就业
的信息很多，但对学生来说有效的其实很
少。四川农业大学招生就业处相关负责
人表示，指南之所以“出圈”，也许就在于
删繁就简，系统梳理了简单实用的就业知
识，帮助学生节省了择业就业的时间精
力、降低了择业就业的试错成本，满足了
学生的需要。

二

如今的就业市场存在这样一个“怪
圈”：99%的人都想进那 1%的顶尖企业，
而99%的企业都想要那1%的顶尖人才。

事实上，这便是就业信息不畅通、就
业平台不完善带来的资源错配和人才浪
费。如何让“金子”能发光的同时，也能
让用人单位掘到“真金”？从这本就业指
南的“出圈”现象中，或许可以找到一些
启示：

创新人才工作理念，“自来水”也能
“出圈”。在《指南》被网友自发关注，形
成热度之后，四川农业大学第一时间向
网友公开了下载渠道，并加强网络维
护。眼下正值秋招季，这一行为不仅帮
助了广大学生，同时也向社会递出一张
热情大方的“川农名片”，吸引了用人单
位的目光。

是金子总会发光，而学生就业工作要
做的就是“把土扒开”。随着就业市场的
变化，人才工作理念也需要与时俱进，谁
能在校企联动、资料编撰、媒体宣传、活动
组织等方面创新手段，主动变“等用人单
位上门”为“送优秀人才出门”，说不定就
会赶上下一个“出圈”的风口。

做优人才培养，用实力和底气“破
圈”。四川德康农牧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人力资源总监龚爽认为，在求职过程
中，最关键的不是掌握多少求职技巧，而
是要“肚子里有货”。同理，对于高校而
言，想要实现学生好就业，前提便是培养
出社会真正需要的优质人才。

有专家认为，当前一些高校在人才培
养上“闭门造车”“不接地气”，导致学生综
合素质落后于市场需要。因此，各高校应
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优化课程体系建
设，强化人才培养质量，推进科教融合、产
教融合，全面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执行
能力、交流能力等，打破人才培养与现实
需求错位的“怪圈”。

多方协作，合力“建圈”。四川农业
大学校长吴德认为，做好人才培养和学
生就业工作，不是靠单个学校能解决的，
还需要政府、企业、高校等共同努力，形
成合力。

比如高校主动走向市场，为用人单位
培养更多“真心好用”的实用人才；比如用
人单位与高校共建人才培养机制，“反哺”
教学水平提升；比如政府强化政策支持，
促进人才资源合理配置……如此，就业也
能成为延长合作链条的关键环节，进而扩
大校地合作、校企合作的“朋友圈”。

我们之所以如此关注大学生就业，在
于每一份得偿所愿的薪水，在于每一个萌
芽待放的梦想，更在于期待青春能量，如
何接力时代担当。

毕业生们，祝你好运。
据重庆瞭望

职引未来—川渝毗邻地区（大足·璧山·资阳）
2023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双选会在大足举行。

（新渝报资料图）

打破“第一学历歧视”
不只是企业和求职者的事

“最火”就业
指南的启示

重庆瞭望实地探访四川农业大学“网红”就业指南。杜铠兵 摄

大足区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新渝报资料图）

重庆大学2024届毕业生今秋首场大型双选活动现场。重庆日报记者 郑宇 李志峰 摄

重庆健康职业学院召开2024届毕业生秋季双选会。（新渝报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