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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常失误 不要太较真

“到现在我还觉得自己当初
的行为太不成熟了。”回忆起自己
4年前做的傻事，小倩依然很有
感触。

小倩个性直爽，大学刚毕业
时，到一家企业做行政专员，每天
负责为老板制作行程表，写一些
日常资料。

就在入职半年后的一个客户
招待会上，上司需要宣读下一季
度的商品价格表，却错拿了上一
个季度的。听到价格信息不对，
小倩觉得自己有必要立刻纠正上
司，想都没想就立即上台，当着众
多客户的面，告诉上司报表拿错
了。上司当时有些尴尬，但没说
什么，换了报表重新宣读。

等到会议结束之后，上司找
到小倩，问她当时怎么没把报表
的顺序排好，小倩委屈地解释，自
己是按顺序放的，应该是上司没
看清楚，拿错了。

虽然后来事情得到了解决，
但小倩渐渐发现，上司不再将重
要的工作交给她，甚至刻意疏
远。于是几个月之后，小倩便辞
职离开了公司。

“工作这几年，我才意识到自
己当初的失误，谁都会犯错，上司
也不例外，可如果下属非要较真
儿，甚至还当众指出，让上司下不
来台，那可就犯了职场大忌了。”

决策有问题 分场合提醒

梁晨刚刚晋升为公司的副
总，最近一段时间干劲正足。新
官上任，为了能尽快崭露头角，
梁晨准备策划一个大的投标项
目。

下属小刘平时与梁晨私交很
好，梁晨未升职之前两人一直以
哥们儿相称。这次梁晨的策划案
一出来，学设计的小刘就发现其
中有一些问题并不稳妥。

看得出来，梁晨对这个策划
项目寄予很高的期望，而且胸有
成竹，准备这几天就向高层汇
报。作为下属，小刘几次想跟梁
晨提及策划案的事，却不知如何

开口。
“我想了好久，在公司，梁晨

是我上级，贸然提出异议，怕他听
不进去，可如果不提，我又担心将
来这个项目万一做砸了，梁晨副
总的位置会不保，而且还会给公
司带来很大损失。”思前想后，小
刘决定找个场合私下约梁晨出
来，指出策划案中的问题。

一天下班后，小刘把梁晨约
到一家饭店，两人边吃边聊，见
时机差不多了，小刘便委婉地跟
梁晨提起了那个策划案，说他个
人觉得这个项目非常不错，可是
存在一点小问题，如果能把里面
的账目都计算清楚了，应该会很
成功。

梁晨听完，觉得小刘的建议
很有道理，后来按小刘的说法改
进了整个项目，结果做得非常成
功。“从那之后，梁晨总是提起那
件事，说很感谢我，不仅作为朋
友，作为上下级，我们的关系也比
从前更好了。”

涉及利益 可以点到为止

上司犯了错，员工可以选择
“提醒”或“不提醒”，可如果上司
犯的错误直接影响到自己的利
益，或者自己也有连带责任时，该
如何处理呢？

罗燕在公司做人力资源，刚
到公司时，部门经理让她负责集
团预算。“这项工作要面对集团老
总，并且要在大会上公开讨论。”

考虑到这项工作的重点，罗
燕加班加点整整做了一个月，将
材料做得几乎完美。然而等到开
会时，由于部门经理在电脑操作
上出现问题，竟然将程序打乱了，
导致报表数据完全错位。

结果可想而知，辛苦一个月
的资料当即被老总驳回。“而且事
后，当副总追问起这件事时，部门
经理并没有承担错误，因此，副总
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我工作上的
失误，还在大会上直接点名批评
了我。”

罗燕当时又生气又委屈，第
二天就找副总解释这件事。让罗
燕没想到的是，副总将这件事告

诉了部门经理，部门经理又来向
罗燕“兴师问罪”。“由于部门经理
一直比较器重我，所以此事后来
也就不了了之了。不过回想起
来，我做得实在欠妥当，”罗燕说，

“如果是现在，我可能会先把善后
工作做好，然后再另找适当的机
会，旁敲侧击地向副总渗透这件
事，点到为止。越级指出上司的
错误，往往弊大于利，要想辩解，
必须要想好应对方法。”

点评：
“在上司犯错这件事上，应该

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人瑞集团天
津公司总经理王惠颖说，“对于特
别独断的上司，员工为了自己的
饭碗，还是少说为妙；对于一些比
较理性的上司，员工则可以找恰
当的方法帮他指出来，比如私下

聚会委婉提醒，或者以旁人的故
事来隐喻，或者通过短信、邮件等
方式提示，聪明的上司自会理解
员工的良苦用心，并会心存感激，
毕竟这是帮助人的事情。”

对待犯错这件事，王惠颖认
为，员工与上司之间也要相互理
解。“对于上司来说，如有下属出
于善意纠正错误，不妨显示出接
受指正的雅量，这对团队士气会
有积极的影响。而对于员工来
说，当你认为上司有错时，也应当
多点细心和耐心，学会忍受别人
的不足，也是一种成熟的表现。”

王惠颖建议，假如遇到不听
解释的上司，就暂时沉默，切记不
能当众顶撞，等大家散场之后，单
独跟上司说明事情的始末。千万
不要在背后议论，这是职场大
忌。 （每日）

中型企业
成为白领求职首选

据《光明日报》报道，智联
招聘近日发布的《2015年春季
中国雇主需求与白领人才供给
报告》显示，2015年春季，中型
企业成为白领求职者首选。据
了解，所谓中型企业是指100-
499人规模的企业。

点评：中型企业受欢迎，是
因为大型企业过于完善，小微
企业还不成熟，而中型企业处
于快速发展阶段或者已进入成
熟稳定期，能够提供较好的薪
酬福利待遇和相对完善的培训
体系。

“80后”招聘“90后”
先看颜值后问星座

据《北京晚报》报道，一家
新媒体公司在招聘时，对应聘
者的星座提出了具体要求。最
近，像这样的另类招聘启事频
频出现在朋友圈，有的看星座，
有的要求“颜值”。记者了解
到，随着“80后”甚至“85后”开
始走上领导岗位，在他们招聘

“90后”时，会使用和其相近的
思维模式。

点评：这种“看颜值问星
座”的做法确实过于奇葩。但
仔细想想，真正要招聘人才的
单位不会那么肤浅，真的只看
脸招人。“80后”只是使用了更
加贴近“90后”的思维模式，招
聘要求看似另类，但体现着时
代的变化。

全国各大学本科毕业生
质量排行榜出炉

据《新京报》报道，中国管
理科学研究院《中国大学评
价》课题组组长武书连，在《挑
大学选专业——2015 高考志
愿填报指南》中，列出了 2015
年中国 734 所普通高校的本
科毕业生质量排行榜，供考
生、家长、用人单位及教育工
作者参考。

点评：推出《本科毕业生质
量排行榜》对高考填报志愿确
实有帮助，它让学生更加理性
一些。同时，这个排行榜对企
业招聘也是一个参考，毕竟企
业招人最看重的还是人才质
量。

招70多位名牌大学生
最后仅1人留下

据《羊城晚报》报道，珠海
高新区作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主
战场，有企业却因为园区生活
配套设施严重不足，导致4年
前所招的70余位名牌大学毕
业生，如今仅剩1人。

点评：为什么人来了又走
了？珠海高新区的问题在于生
活配套跟不上，员工下班后没
地方去，连谈个恋爱也不知道
去哪，长久下来，员工都留不住
了。由此可见，要想“引凤”还
得先“筑巢”。 （广日）

上司犯了错 我说还是不说？
调查显示六成上司从未为自己的错误行为道过歉

下属犯了错，上司或委婉批评，或当面指出，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如果是上司犯了错呢？前程无忧
一项调查显示，有六成的上司没有为自己的错误行为道过歉。那么面对犯错的上司，员工该如何对待？是
直言不讳？是见机行事？还是事不关己？

年轻时，我经常对自己的上
司不以为然。

那时候在我看来，上司分这
么几种：一、资质平平，靠年头熬
上来的，跟普通员工没啥区别；
二、有些能力，但跟能力相比，更
突出的是能吹会拍；三、年富力
强，有本事有冲劲儿，但对下属要
求严苛，让人压力巨大。

最初十年的职业生涯中，这
三类上司我都经历过。那时我不
算是个好员工，不尊重上司，总是
能对上司的各种指令挑出毛病，
更糟糕的是，有时会当面顶撞上
司，并指出对方的、我自认为是错
误的错误。在一次跳槽中，第一
类上司跟我说了一句临别赠言：
职场中不是只有你聪明。

这是金言。瞬间我意识到，
我最看不上的第一类上司，经验
丰富，做事稳扎稳打；第二类，能
在跟老板和同事的婉转迂回中，
完成自己的目标；而第三类，让我
的成长最快，哪里有逼迫哪里就
有成就。所以后来在我眼里，上
司只有一种，就是那个直接负责
我的人。

而我要做的，就是不再挑三
拣四，不再抵触耍性，即使感觉上
司要求有不妥之处，也会先执行
一段时间，找机会再沟通。

不要试图寻找乌托邦式的职
场，更不可能有完美无缺的上司，
作为职场人，先把自己的事做好
就不错了，论断上司，不在本分之
内。 （新报）

不是只有你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