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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岸萌

本报讯 昨天，2019年平顶山市春季人才
交流大会在市人才市场一楼智能化招聘大厅
举行。大会首日，60家用人单位到场揽才，
进场求职人数2180人次，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1860人次。

求职者多为高校毕业生与“4050”人员

与以往大厅内外均有招聘展位不同，此
次招聘会首次启用全面升级的智能化招聘大
厅，所有用人单位都在室内招聘。

当天上午9时许，记者赶到现场时，智能
化招聘大厅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高校毕
业生、返乡农民工等大部分求职者先是通过
引导屏、自助简历一体机查看用人单位招聘
信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用人单位，之后直接
到“相中”的用人单位展位前洽谈。

“我们俩一个在郑州航院，一个在洛阳理
工学院，都是6月份毕业，趁着假期提前过来
看看。”在一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展位前，李
姓双胞胎姐妹正在与招聘人员交谈。

李姓姐妹今年23岁，家住河滨公园南门
附近，两人学的都是电气自动化专业。“现在
还没有毕业，也没有什么工作经验，如果毕业
后到外地找工作，吃饭、租房开销太大，所以
想在市区找一份工作，至少吃住不成问题。”

市人才交流中心相关负责人说，春节过
后是企业招才引智的高峰期，此次招聘会恰恰
是在外就读的平顶山籍应届高校毕业生尚未
返校、本地高校应届毕业生陆续返平的时候举
行，现场有很大一部分人都是应届毕业生。

除了应往届毕业生，记者在招聘会现场
还见到不少“4050”人员。

“我今年46岁，想找一份焊工工作。年
龄大了，不想来回跑，想找个近点的地方。”在
自助简历一体机前，家住市区建设路与东环
路交叉口附近的市民杨先生正在查看企业招
聘信息。他很快找到一家需要焊工的企业，
这个岗位要求有一年工作经验，工资每月
7000元。“现在有经验的焊工，每天收入最低

200 元，我有 10 年焊工工作经验，条件都符
合，就是工资不太高。我记下电话，回头详细
跟他们谈谈。”

记者采访发现，一般来说行政岗位的工
资低，而对技术、经验或者学历有较高要求
的岗位，工资相对来说要高。

智能招聘便捷精准

记者在现场看到，刷身份证进入智能化
招聘大厅，迎面就看到服务台后LED大屏幕
上显示的“平顶山市人力资源市场监管监控
分析平台”，用人单位、入场人数、职位类别
数、招聘岗位数、投递简历数、工资排名前十

位的岗位、招聘工种比例分析、文化程度要求
等各项数据半个小时更新一次，一目了然。

据统计，当天参会单位提供的职位类别
包括电子信息、行政管理、财务、营销、教育、
百货零售服务、技工等。市场营销/公关/销
售类职位需求数为366，占总需求数的比例
达12.4%。

此次招聘会首次使用全面升级的智能化
招聘大厅，智能门禁系统、引导屏、智能招聘
PAD、自助简历一体机和社保自助服务一体
机等新设备新系统投入使用，用人单位网上
注册发布岗位需求信息，求职者网上注册完
善个人电子简历，供需双方招聘应聘更加便

捷、精准。
记者看到，每家用人单位展位上的液晶

显示屏都在滚动展示用人单位简介、招聘岗
位信息以及一些宣传图片和视频，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二维码，微信扫描关注“平顶山
人社”之后可以看到当天参加招聘会的所
有用人单位的信息。应届毕业生小刘在工
作人员的指导下扫描关注后，感觉“省不少
劲儿”。

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提醒，此次招
聘会共两天，每天参加招聘会的用人单位不
同。另外，现场招聘会结束后，线上招聘还将
持续进行。

我市春季人才交流大会
首日达成初步就业意向1860人次

□本报记者 胡耀华 文 /图

近年来，外出务工成为不少农民的首选，
虽然苦点、累点，但确实挣到了钱，改善了生
活。然而外出务工者在赚钱的同时，却不得
不面临背井离乡、与亲人分离的苦恼。近日，
趁着农民工回家过年的间隙，记者走近他们，
探访了他们的内心世界……

假期短暂依依惜别

2月4日下午5时许，紧赶慢赶，43岁的张
女士终于回到了位于鲁山县尧山镇的老家。

从2010年至今，张女士一直在北京一家
足浴店打工。由于店内人员少，顾客多，除特
殊情况外一般不允许请假。所以只有春节
时，员工们才能回家休息。

“今年和往年一样，腊月二十九放假，正
月初八准时上岗，否则罚款500元，另外接受
3天培训。”张女士说，她打工8年多，除回家
过了6个春节外，请假6次，其中3次是家中
父母生病，一次是母亲去世，另外两次是自己
生病。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所有外出务工
者最深的感触。

张女士说，家中公婆年迈，两个儿子在上
学，仅靠丈夫微薄的收入根本无法养家。她
在外打工，常常挂念家里的亲人。

转眼到了正月初七，又到了出外打工的
时候。张女士的大儿子抢到了正月初十的一
张卧铺票，她却很犹豫，因为正月初八要上

班，她不想因此受处罚，最后想了想，只好把
票退了，又抢了正月初七的一张硬座票。

张女士乘坐的是正月初七晚上8点57分
从鲁山到北京的K184次列车。当天下午，张
女士迈出家门那一刻禁不住眼眶湿润，与12
岁的小儿子抱了又抱。

大儿子决定送一程，于是两个孩子陪同
母亲来到鲁山火车站。但王女士终究还是要
离开，当晚8点 40分，眼看别的旅客都进了

站，检票口处，她和小儿子仍抱作一团，相互
擦拭着泪水……

“每次离别都这样，没有一次不掉泪。”张
女士的大儿子告诉记者。

“奶奶，我能叫你妈妈吗？”

“今天是大年初二，也是过得最特别的一
个春节，心里一直空荡荡的，说不出来的心
酸，但还要强装笑脸……”这是鲁山县的徐女

士春节期间在抖音视频里说的一句话。
徐女士的儿子和儿媳在外地打工，本来

打算春节回家，因为一票难求，假期太短，小
两口决定不回家过年。得知消息后，徐女士
的孙女哭了。徐女士说，孙女今年3岁多，平
时一直由她带着。

徐女士说，不久前孙女突然躺在她怀里
小声说：“奶奶，我能叫你妈妈吗？”徐女士当
即问孙女为什么，孙女说，电视上的小孩子天
天都有妈妈陪着，她为什么不能呢？徐女士
顿时泪流满面。

“虽然一把辛酸泪，但也有觉得幸福的时
候。”徐女士说，原来很多人天天守着家中一亩三
分地，经济条件很差。现在外出打工的村民多，
家家户户富裕了，盖了楼房，买了汽车，生活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每次回家，孩子都快不认识我。”这是不
少打工者常说的一句话。

家住鲁山县尧山镇的王女士告诉记者，
她的儿子今年两岁多。因家中经济困难，她
在孩子半岁时与丈夫一起出外打工，把孩子
留给公婆照顾。王女士一年只有春节才能回
家一次，每次回家儿子总会对她有种陌生
感。甚至当王女士抱起孩子时，孩子会哇哇
大哭，她心里不是滋味。

“如果能延长春节假期，或者平时增加假
期，让我们能常回家看看该多好啊。”采访结
束时，一些打工者说，他们也很想返乡创业，
但那又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事情。

背井离乡打工，父母和娃聚少离多

正月初七晚，鲁山火车站，张女士搂着儿子不愿松手。

昨天，在智能招聘台前，求职者在应聘咨询。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