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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岸”
本报记者 张 丹

每年，众多的年轻人为了一个体制内的职位，奔波在百里挑一甚至万里挑一

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四级联考及各类遴选考试之间。考试过关并最终获得录用者

被称为——

11月 13日晚上，杨晓涵和
同事 5个人在市区永济路的一
家餐馆，又聚了一次餐。

杨晓涵从参加工作到现在
两年的时间，部门的每次聚餐
都选在这。

只是这次，是为了给杨晓
涵送行。

杨晓涵成了人们眼中幸运
的一个——考上了任丘市的公
务员，并且是“一战上岸”。

裁员让她没了
安全感

今年 25岁的杨晓涵，文静
漂亮，是父母眼里的乖乖女。

两年前，她从辽宁省的一
所本科院校毕业，来到沧州一
家私企工作。

选择在沧州工作，杨晓涵
说，是因为离家不近也不远，免
了家长的很多唠叨。

杨晓涵的家在任丘市，父
母都在当地的石油行业工作，
她是家里的独生女，生活一直
顺风顺水。

杨晓涵大学没毕业时，母
亲就经常嘱咐她大四准备公务
员考试。

母亲总是说，考上公务员
的好处有很多：工作稳定、受人
尊敬，尤其对于女孩子来说，有
了体制内的身份还能找个好婆
家。

杨晓涵不愿意听母亲这
些所谓“女孩子”理论，她也不
想像父母一样，一辈子在一个
小城里做一份工作。她的规划
是本科毕业考研，将来去更大
的城市，拥有更好的发展平
台。

在沧州这家私企工作的过
程中，杨晓涵一直没放弃学习，
准备考研究生。

经历过一次考研的失败
后，她觉出考研究生的不容易，
再加上工作的压力，考研的念
头也逐渐被放弃。

可母亲“考公务员”的催促
从来没有放弃过。

不仅仅是母亲，就连她的
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春节的时
候也会不停地对她说，女孩子
还是要有个稳定的工作比较
好。

杨晓涵真正开始动心思考
公务员，是在今年疫情期间。

那段时间，因为没上班，杨
晓涵收入减少了很多，而她有
一个同学是公务员，工资是正
常发放的。

等到4月份复工上班时，她
所在的部门开始裁员，虽然5个
人的部门只裁掉了一个人，但
杨晓涵的心里开始打鼓。

这样的工作让杨晓涵没有
了安全感，她开始为自己的将
来打算，也动了考公务员的心
思。

“上道”

杨晓涵利用休息时间买了
考公务员的书，但因为自律性
不强，她始终觉得学不进去。

7月初的一天晚上，刷手机
时，杨晓涵发现了沧州一个公
考培训班的公众号。

跟着公众号的视频学习了几
天，她决定破釜沉舟、报班公考。

当天晚上，她告诉妈妈说，
要报公考培训班，需要3万元。

几十秒的时间，3万元的微
信转账就到了。妈妈在电话那
边高兴地说，闺女终于开始“上
道”了。

妈妈的这一连串反应，让
杨晓涵有点哭笑不得。

为了这次培训，杨晓涵跟
单位请了长假，想“破釜沉舟”
一次。

杨晓涵是第一次上这样的
培训班，一天 10到 11个小时的
学习强度，曾经一度压得她喘
不过气来。

有的时候压力太大，她靠
偷偷哭和吃东西来释放压力。

为了弄清楚不懂的问题，
向来内向胆小的她，逼着自己
在全班同学面前大声提问。

她觉得，如果不提问，可能
就会考不过去，无论如何，她都
得把不懂的问题搞懂了。

20 多天的培训时间，杨晓
涵觉得对于培训班里的每一个
同学来说，都是“上岸”前的一
次“深潜”。

教室的桌子上摆着咖啡、
零食，甚至还摆着一些刻着“金
榜题名”的吉祥物。

她听有的同学说，为了能
顺利“上岸”，家人还会在考前

特意回乡祭祖、求神拜佛。
杨晓涵的努力没有白费，

最终她以排名报考职位第二名
的成绩，顺利“上岸”。

“ 没 有 正 式
工作，对不起女友”

张晨今年 26岁，沧州本地
人，父母都在交通部门工作。

从小的耳濡目染，让张晨
并不抵触“公考”，虽然他自己
也分不清楚，到底是为了父母
考还是为了自己考。

张晨的备考，是从 2017年
开始的。2018那年首次“出战”，
张晨以很小的差距，没能进入
面试。初出校园的他，没太把这
次考试和结果当回事。

在企业短暂工作一段时间
后，2018年下半年，他通过辅助
人员招聘的考试，考入了沧县
一家行政单位。

张晨说，这也算扒上了体
制的“边”。

可辅助人员跟正式编制人
员的待遇差距，又让张晨充满
了不甘心。

张晨还是想通过自己的努
力考入体制内，改变身份，改变
待遇，也在未来岳父母面前“提
提气”。

张晨和女朋友是大学同
学。他的女朋友家是山东的，目
前在外地上研究生，已经决定
毕业后来沧州。

两个人能在一起，是两个
人坚持了许久，才得到了双方
父母同意的。

张晨的父母已经准备好婚
房，计划让他们明年结婚。

只是现在辅助人员的身份
和待遇，让张晨觉得有点对不

起自己的女朋友。
作为一个男人，他想给女

朋友一个更好的未来，也想给
未来岳父母一个交代，让两位
老人觉得，女儿嫁过来，能有一
个温暖的家和稳定踏实的未
来。

张晨觉得，考入体制内，这
一切就都解决了。

今年经过培训班的学习，
张晨顺利进入面试，只是因为
报考岗位只录用1个人，张晨还
是以微小的差距被刷了下来。

那几天，张晨搬出了父母
家，自己住到一个房子里，想安
静一下。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
可张晨还是没控制住自己，哭
了：以他目前的收入，他自己一
个人生活都困难，怎么给女朋
友稳定、踏实的日子。

消沉、纠结了几天之后，张
晨还是重新振作起来：几次考
试，算是一次比一次有进步，

“没准再坚持一下，就成功了
呢。”张晨这样给自己打气。

张晨的公考路还在继续，
如今拿起公考书，张晨的心里
再没有了初次备考的轻松。

公考，对于他，已经不仅仅
是一次考入体制内的考试，还
有重重的责任，他盼望着自己
成功“上岸”的那一天。

大 哭 之 后 ，
他们回来了

王玲 32岁，在“考编”队伍
里，她属于“广撒网”的那一种，
也属于学习很认真的那类人。

报考时，她总有一种年龄
带来的焦虑感。她说，她年龄
大、已婚、已育，留给她考“正式

工作”的时间不多了。她无论如
何，要为自己、为孩子的将来努
力搏一把。

王玲是3年前回的沧州，在
回沧州前，她是一名执着的“北
漂”。

虽然大学毕业时，她的父
母跟大多数父母一样，劝她考
公务员，但在小城市生活多年
的她，太瞧不上小城市了。她要
到大城市去长见识、长阅历，她
的梦是留在大城市。

“当时的我天真地以为，到
了大城市以后，日子会跟汽水
一样甜。”王玲说。

从 24岁到 28岁，王玲在北
京打拼了整整 4 年。临到结婚
时，很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虽
然自己和爱人都是独生子女，
但双方父母都是工薪阶层，根
本凑不出在北京买房的钱。

在北京，王玲和爱人都月
薪过万，但交完房租、减去日常
开销，攒下的那点钱对于买房
子来说杯水车薪。

29 岁那年，王玲结婚、怀
孕，各种花销突然增大。巨大的
经济压力让王玲感觉喘不过
气，生理反应加上心理压力大，
她经常莫名地发火、大哭。

婆婆和妈妈看着心疼，不
停地劝说，回沧州多好，现成的
120多平方米的房子都已经装
修好，生了孩子双方父母都可
以帮忙带，日常生活也互相有
个照应。

真正触动王玲的，是妈妈
的一句话：“光留在北京有什么
用，生了孩子也没有个北京户
口。”

大哭，纠结，思考了很久之
后，在孩子没出生前，王玲和爱
人最终回到沧州。

家里的老人高兴地给他俩
一人包了个大红包接风，戏称
他们的回归叫“弃暗投明”。

很快，王玲的爱人在家人
的安排下进入一家国企工作。
王玲生完孩子后，边带孩子边
备考，省级公务员、国家级公务
员、市区事业编、市区包括周边
县里的教师考试，王玲都积极
参加，她也想尽快把工作敲定。

和没结婚的考生比，王玲
没有优势，不得不“努力拼一
把”。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历了
两年多数次的失败，最终，王玲
在今年下半年的教师招聘考试
中，完成了自己的“上岸”。

如今，王玲的婆婆和妈妈
俩人一人看一个月的孩子，王
玲和爱人安心上班，下班回家
就有热乎的饭菜。

王玲说，以前从没想象过
自己的生活是这个样子。

错过了大城市的喧嚣、繁
华，虽然她心有遗憾，但眼前的
生活，让她懂得了什么叫其乐
融融。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名字
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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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扩大生产，现河北冀美林泡塑制品有限公司招聘以下职位：

公司有食堂宿舍，地理位置优越，待遇优厚，每月都有福利待遇，工作优秀者可升职加薪。地理位置：河北省沧州市张官屯工业园区 电话：15720487345（微信同步）

•车间维修工、电工各两名，操作工数名：4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吃苦耐劳，有专业技术补贴，月薪5000－8000元。
•办公室文员及会计数名，要求年满18周岁，熟悉办公软件，每月四天公休，月薪3000－6000元。
•带车司机数名：4.2米的平板货车或加长油三轮，工资10000－30000元。•门卫两名：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适应夜班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