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一线
线索征集邮箱： ldwbyw@126.com

行进京华大地 讲述精彩故事

□本报记者 任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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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天坛公园游客服务
中心成立。 多年来， 这个集体以
饱满的工作热情、 过硬的业务技
能 ， 完成国内外重要接待任务
600余次。 而职工们在这个集体
中， 不仅学到专业知识、 还让自
己的才艺得到展示。 为此， 这个
集体获得全国青年文明号、 全国
工人先锋号、 北京市学习型先进
班组等多个荣誉。

学习日
职工骨干也来当教员

上周二上午， 位于天坛公园
游客服务中心的会议室中， 职工
姚倩正在为大家讲解有关古建筑
中彩画的知识。 在培训现场， 职
工们边听边记录着笔记， 还时不
时的提出疑问。

天坛知识、 古建筑文化、 外
语语法……其实， 在游客服务中
心， 日常学习培训是培养青年职
工的一个老传统。 在每个周二游
客服务中心学习日这天， 所有青
年职工都会参与培训。

天坛公园游客服务中心下设
四个班组， 分别为北门游客服务
中心、 丹陛桥游客服务中心、 南
门导游班、 视频班。 现有职工38
人， 平均年龄30岁。

“正是因为年轻职工多 ， 所
以对他们的培训是服务中心的重
要任务之一。” 天坛公园游客服
务中心主任王晓霞说， “我们请
来专业的英语老师， 给职工进行
英文讲解词的培训。 除此之外，
比如天坛知识这些培训， 游客服
务中心还会发挥职工的特长， 由
职工来担任教员， 给大家培训。”

姚倩虽然年龄不大， 但是在
游客服务中心工作多年。 在为青
年职工的培训中， 她承担着教员
的任务。 为不耽误本职工作， 她
会将整理材料、 做课件的工作都
安排在下班后。 “虽然占用休息
时间， 但能为集体贡献自己的力
量， 很光荣。” 姚倩说。

“我们的职工教员有很多人，
大家都是游客服务中心的骨干，
每个人培训重点不同。” 王晓霞
说， “不仅如此， 青年职工参与

培训时， 老职工会帮助盯岗， 大
家互帮互助。”

2014年8月 ， 张华伟经过公
园的集中培训和考核后， 进入游
客服务中心导游班工作。 而对这
位新员工的培训并没有画上句
号， 游客服务中心继续对他进行
培训。 经过一年多的培养， 现在
张华伟不仅能出色地完成日常导
游工作， 还能承担起外事任务。

不仅如此， 张华伟还被发掘
到游客服务中心的职工培训中。
每天， 他都会给游客服务中心的
其他职工布置5个单词， 给职工
们进行辅导。

《 天 坛 历 史 知 识 300 问 》 、
《特色讲解词汇编》、 《历史文化
礼仪风俗大讲堂 》 ……通过培
训， 不仅带动了年轻职工的业务
水平， 而且还产生了不少成果作
品。 “这些手册都是游客服务中
心的职工们利用业余时间， 发挥
自己智慧， 通过查阅资料、 请教
专家后编写的。” 王晓霞说。

苦练手语
斩获市级比赛桂冠

北京市外语小品展示、 北京
市三八女职工时尚风采展示……
天坛公园游客服务中心在各种比
赛中， 都取得过不错的成绩， 这
其中就包括2014年5月参与的北
京市第三届手语大赛。

在这次比赛中， 由8名职工
组成的游客服务中心代表队， 在
全市39个代表队中脱颖而出， 最
终斩获冠军。 而这个令人骄傲的
成绩背后， 是整个团队付出的汗
水。 之前， 队员们并没有手语基
础， 曾参与过2013年手语比赛的
许菲 ， 义务为参赛选手担任教
员。 队员们在教员的帮助下， 学
会了使用手语书查找有关词语，
每天拿着厚厚的三大本手语书苦
练手语。 为提高翻译速度， 每天
她们还会跟着手语新闻苦练。

经过策划， 比赛所用的情景
剧定为 《爱的心愿》， 节目再现
了天坛职工热心为游客服务的情
景。 确定完情景剧方案后， 大家
开始分工， 张玺、 姚倩、 纪桐、

吴颖负责剧本编写， 毕佳负责音
乐的剪接。

“在排练时， 每个人都为集
体争光， 克服着困难。” 王晓霞
说， “王旭是情景剧的主角， 她
的手语很规范， 但最开始时不太
会展示情景剧， 但她没有放弃，
很快进入状态。 还有姚倩是左撇
子， 动作总是和其他队员反着，
但是她一点一点掰。”

联排两个月后， 最终在决赛
中， 天坛公园游客服务中心8位
职工组成的代表队以100分的成
绩， 取得桂冠。 比赛后， 评委和
观众都竖起大拇指称赞。

团队建设
给职工展示才艺的机会

工会开展活动、 职工参赛风
采、 先进典型……在天坛公园游
客服务中心， 不仅重视职工的业
务培训， 更重视团队文化建设。
2014年， 游客服务中心职工编写
的 《榜样的力量》 宣传册， 不仅
让职工们看到自己的成绩， 还看
到先进典型的事迹。

“游客服务中心青年职工典
型比较多， 再加之青年职工每年
都会增加， 所以我们想到编写这
本宣传册， 作为团队文化建设的
阵地。” 王晓霞说。

生日会、 趣味运动会、 登山
比赛……不仅编写宣传册， 游客
服务中心还会组织各种活动 。
“在这些活动中， 职工不仅业余
生活更多彩， 而且团队建设得到
促进， 集体更团结。” 王晓霞说。

“此外， 游客服务中心还很
重视给职工提供展示才艺的机
会。 张璐璐刚开始练习舞蹈动作
时， 柔韧性很差， 每天下班后王
主任就陪着她练， 直到她能够熟
练完成动作。 在参加北京市三八
女职工时尚风采展示中， 她们的
小团队获得了二等奖。” 姚倩说。

超三成毕业生
工作与专业不对口

什么专业的大学生毕业后
从事不对口的工作？ 专业知识
是决定一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的
最重要砝码吗？ 第三方调查机
构麦可思研究近日公布了2014
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后社会需求
与培养质量统计报告， 统计显
示超三成毕业生工作与专业不
对口， 职业期待不符 、 迫于就
业压力是没有学以致用的主要
原因。

临床医学工作与专业
“最对口”

麦可思研究针对全国26.4
万个样本进行研究， 覆盖了940
个专业和大学毕业生能够从事
的633个职业。 统计发现， 2014
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后的工作与
专业相关度为66%， 本科和高
职高专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
关度分别为69%和62%， 且最近
三届呈现平稳发展趋势。

不同专业的毕业生工作与
专 业 相 关 度 存 在 较 大 差 异 ：
2014届本科毕业生工作对口的
前10位专业包括临床医学、 建
筑学、 医学影像学、 医学检验、
中医学 、 护理学 、 城市规划 、
土木工程、 药学、 建筑环境与
设备工程； 工作不对口的前10
位专业包括应用物理学、 社会
工作、 政治学与行政学、 社会
体育、 应用心理学、 食品质量
与安全、 俄语、 公共事业管理、
旅游管理、 光电信息工程。

在工作对口的专业中 ， 医
学类专业占据比例较大， 本科
毕业生中工作与专业对口最高
的是临床医学、 建筑学与医学
影像学 ， 皆达到97%； 最低的
是应用物理学 ， 对口率仅为
31%。 高职高专毕业生中 ， 工
作与专业对口最高的是临床医
学 ， 达到98%； 最低的专业是
应用日语， 仅为28%。

两大原因让毕业生放
弃专业

如果能将大学四年学到的
专业知识很好地运用到实际工

作中， 毕业生将在职业生涯的
起步阶段具有一定的优势， 为
什么会有超过三成的大学毕业
生放弃专业优势， 转而从事其
他领域工作呢？ 麦可思研究显
示， “专业工作不符合自己的
职业期待 ” （本科 ： 33%， 高
职高专： 28%）， 以及 “迫于现
实 先 就 业 再 择 业 ” （ 本 科 ：
24%， 高职高专： 29%） 是2014
届大学毕业生选择与专业无关
工作最主要的两个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 ， 还有约一
成的毕业生因为 “达不到专业
相关工作的要求”， 不得不放弃
从事与专业相关的工作。 而工
作对口的专业， 往往对应的工
作领域专业门槛较高， 导致其
他专业的毕业生想要涉足这些
领域的工作难度较大。

“说服他人” 在工作
能力中排第一

欧盟委员会下设的教育与
文化理事会通过对7000家用人
单位的调查发现， 雇主对毕业
生职场能力的重要性排序中 ，
“团队合作技能” 排到第一位，
其次为 “专业技能”， 然后依次
为 “交流技能” “计算机技能”
“对新环境的适应” 等。

麦可思研究发现 ， 2014届
本科毕业生中， 从事与专业不
相关工作的群体认为， 重要度
最高的前3位基本工作能力分别
为 “说服他人” （77%）、 “有
效 的 口 头 沟 通 ” （ 76% ） 和
“谈判技能 ” （76%）； 2014届
高职高专毕业生中， 从事与专
业不相关工作的群体认为， 重
要度最高的前3位基本工作能力
分别为 “说服他人 ” （74%）、
“谈判技能” （73%） 和 “有效
的口头沟通” （72%）。

由此可见， 专业知识是工
作的敲门砖， 但职业发展还需
提升软实力， 高校不能忽视对
大学生专业能力之外的综合素
质的培养。 对毕业后可能从事
与专业无关工作的毕业生来说，
“软实力” 可能更为重要。

保安队员话“八一”
“八一” 前夕， 石景山区政府保安分队的 “老兵” 们聚在一起，

以特有的方式度过自己的节日。 一位有着25年军龄的老兵， 向保安
员们讲述了当年参加保卫南疆的战斗经历， 回忆了难忘的军旅生
涯， 勉励他们要发扬部队的优良作风， 一如既往地干好自己的本职
工作。 胡京成 摄影报道

职业期待不符、 迫于就业压力是放弃专业的主要原因

他们的荣誉是这样炼成的
———探访天坛公园游客服务中心
□本报记者 盛丽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