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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心里堆积了沉甸甸的苦恼，如果你感觉自己陷入了情绪的低谷，如果你有着承受不了的生活
变故，如果你有着难以启齿的心酸，或者你有着某些深刻的人生感悟，有着经历风雨终见彩虹的喜悦……从
今天开始，你都可以向本报开设的“国清知心话”栏目倾诉，本报记者黄国清将倾听你的心里话。

生活中既有大风大浪，也不乏小沟小坎。参不透，也许一个石子都能绊倒人；参透了，泰山压顶也不会
弯腰。我们的栏目有句流行语：“天空飘来五个字，那都不叫事。”愿您无烦恼无忧愁。

栏目电话：67562990
栏目地址：河北日报报业集团燕赵都市报社1312室

王先生今年49岁，他的儿子

今年24岁了，毕业一年多来，他一

直在备考。考公务员，考事业单

位，他是逢考必报，但是每次的结

果都是落第。他每天在床上的时

间超过10个小时，看书的时间不

超过3个小时。

“爸，给我买辆车吧，我受不

了风里来雨里去，人家别人的孩

子咋有车开。”

“爸，跟我买套房子吧，同龄

的人都结婚了，人家父母都给买

了房。”

“爸，我不挣钱心里也有底，

你看你们工资加起来一万多，你

们还有第二职业，你们还有理财

收入，我怕啥。”

“爸，你们为什么甘心挣死工

资，不经商挣大钱，看别人家父母要

啥给啥，你们混成这样，太失败了。”

王先生的儿子经常将这些话

挂在嘴边。

卢先生在儿子从技校毕业

后表示，小卢干什么他都不干涉，

只是绝不允许“啃老”。小卢在夜

市摆过摊，后来去送外卖。送外

卖很辛苦，还经常无端遭受客人

的呵斥，小卢开始觉得非常委屈，

但没有放弃。渐渐地，做事漫不

经心的他变得认真而又细心，脾

气火爆的他学会了与各种人沟通

的方法，以往花钱大手大脚的他

学会了珍惜每一分钱，昔日聪明

但从不肯用功的他学会了用心学

习，经常浏览新闻，关注国内外经

济领域的大事，向行内精英讨教，

利用一切机会提升自身素质。刚

刚20岁的小卢已成了业务经理，

管理着100多个快递员。

不“啃老”的底线逼迫小卢成

长，让一个懵懂少年变成了如今

的阳光职业人。

“慢就业”成“啃老”借口

“慢就业”还是“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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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家长朋友来

到燕赵都市报

读者接待室，

就子女“慢就

业”问题进行

探讨。他们说

在“慢就业”现

象中有一种情

况，一部分成

年毕业生以准

备各种考试或

者挑选工作、

考察项目为借

口 ，逃 避 就

业 。 家 长 认

为，这类“慢就

业”不过是“啃

老”的借口。

方先生今年43岁，儿子小方从

技校毕业后，干什么工作也没长

性，大把时间用在打游戏上。小

方曾在一家全国有名的连锁饭店

工作，但只干了一个月就撂挑子

了。那份工作每月底薪就 5500

元，但是每天工作时间有十一二

个小时，活很累，而且规矩特别

多。儿子在那里感觉压力大，个

人可支配的时间少，毫不犹豫地辞

职了。

上周末，记者来到小方曾经工

作的那家饭店。服务员告诉记者，

在这里每天工作时间长，很辛苦，

规矩也确实多，但是收入高，每天

看着顾客盈门，很有成就感。在店

里每个人都必须从最基层做起，一

个洗碗工每天要洗几千个碗，做花

式拉面表演的，拉一根面挣2.5元，

每天拉数百根。经理接着说，他就

是从后厨出来的，还给记者展示了

他表演花式拉面的视频。经理每

月的收入上万元，而店长的年薪超

过百万元。记者问：“这么辛苦你

们怎么熬得住？”服务员抢着回答，

“这点儿苦算什么，在农村的时候

我曾经一中午把几百斤棒子背上

了房顶。”

记者终于明白了，因为拈轻怕

重，因为抗压能力差，城市娇生惯

养的大孩子们把挣钱的机会拱手

相让了。他们表面倒是轻松了，但

摆脱不了无法自立的失败感和没

有希望的未来。

“慢就业”暴露抗压能力差

刘女士今年46岁，儿子小李

去年大学毕业。刘女士在邢台一

个县城的事业单位上班。每天就

是两点一线，对外界很少关注。

小李毕业后想到石家庄市闯

一闯，被母亲劝阻了。在刘女士

看来，只要是没考上公务员，没有

考上事业编，所有的工作都是“打

工”，是没有未来的。刘女士并不

了解，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和细

分，很多不为众人所熟知的职业

已经成为吸金新宠，很多发展机

会已经降临到勇立潮头的毛头小

伙身上。

在县城，小李曾找了一家保

险公司上班，他跟着经理去谈

业 务 ，正 在 和 经 理 、客 户 吃 饭

时，父亲的电话就打了进来，声

音很大：“你跟着他们混，能混

出啥名堂？每天就在人家屁股

后 面 软 磨 硬 泡 ，让 人 瞧 不 起 。

我 现 在 就 命 令 你 ，赶 快 回 家 。

我养你。”父亲的话被经理和客

户听了个一清二楚，小李红着

脸回家了，对新工作的热情也

被家人一盆凉水浇灭了。

陈旧观念助燃“啃老”

当下，一些家长的知识结
构已经落后，对生活对世界的
理解已经落伍，他们的择业观
念有着很强的局限性。如果
这些父母过于强势，用自己错
误的择业观念去干预孩子的
选择，势必会造就不少“高不
成低不就”的“慢就业”族。很
多人已经二十七八了，甚至娶
妻生子了，还猫在家里当“啃

老族”，一些家长也乐得被
“啃”，宁可让孩子无所事事，
也不能去干他们认为不体面
的工作。他们不知道世界上
没有任何一份工作是卑微的，
只要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他人，
任何工作都是有价值的。伟大
来源于微小，只要肯付出不懈
的努力，就有可能把握隐藏在
微小工作后面中的成功机会。

未必所有毕业后暂时不就
业的成年毕业生都是“啃老
族”，但的确有一部分毕业生
把“慢就业”当成了“啃老”的借
口。这种类型的“慢就业”，让
他们付出了高昂的经济和时间

成本。遇到这种情况，家长要
果断地把子女推出去，让生活
这本教科书教会他们该懂的一
切。对于每个成年毕业生而
言，成长虽然是痛苦的，但是不
成长更痛苦。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
事要躬行。”很多成年人把谋生
想得过于容易，他们忍受不了职
场上的激烈竞争、商场上的殊死
角逐，他们给自己准备了一个可
以随时钻进去的蜗牛壳——“啃

老”。记者希望那些躲在“慢就
业”背后的“啃老族”，尽早投入
到工作或创业的实践中去，用压
力激发潜力，用奋斗提升能力，
用拼搏锻炼意志，只有这样，才
能把脚下的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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