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秋十月，匆忙的开学期早已过去，而无数大学生的步伐
并没有放缓，他们的身影又继续在兼职地点以及各个社团里穿
梭。社团活动和课外兼职，都是大学生在大学里不可或缺的经
历。兼职，也早已成了大学校园的普遍现象，尤其在我们财经
类的院校。

然而如何树立正确的兼职观，兼职与社团、学习孰轻孰重
则成了如今大学生面临的重要问题。

大学生选择兼职的工作类型各有不同，但是选择去做兼职
的理由却不尽相同。通过兼职，他们可以赚取零花钱和生活
费、增加社会阅历、提高自身能力，学习到课本以外
的知识。人力资源管理 1241 班的莫琦雯（化
名）就是无数兼职大军中的一员，“在上大
学之前我就有做兼职的打算，因为从中
不仅可以挣到零花钱，还能锻炼自己
在交际等各方面能力。”相比出去兼
职，工程造价 1542 班的诸葛晓峰
（化名）更倾向于加入社团，他认为
社团也可以锻炼自己的沟通、协作
等方面的能力。

谈及曾经那些做兼职的日
子，大三的学生作为过来人则有
更深层面的考虑。“自从上大学以
来，我做过很多兼职，主要是出于
为以后的创业积累一些经验，打下
基础。”网络1331班的覃小康这样说
道。在他看来，兼职是了解创业的一
种形式。

在兼职的过程中难免遭遇骗局，大学
生从中学会如何树立良好的忧患意识，这也是
一份收获。除此之外，因为兼职地点离学校远，加上
兼职工作繁重，在兼职的过程中，大学生往往养成了守时和吃
苦耐劳的良好品质。

的确，我们通过兼职积累了不少经验，增长了见识，弥补了
我们学业上的空缺。兼职，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我们的

“第二大学”。

时下许多大学生纷纷加入兼职大军，甚至许多大一新生也
不甘人后，颇有泛滥之势。在热衷兼职的同时还美其名曰：“增
加社会经验，培养综合能力”。事实果真如此吗？他们在兼职
的过程中究竟学到了什么？

“对我来说，兼职让我收获了钱和人脉，提升了自己的口头

表达能力。”在谈及兼职所带给自己的收获时，工程造价1541班
的王梦溪（化名）同学如是说。的确，通过兼职，大学生可以接
触到许多课堂上无法触及的东西，拓宽自身的视野，提升个人
素质和个人综合能力。

因为我们学校的地理位置比较偏僻，想要就近找到兼职工
作比较困难。许多同学都是通过加入兼职中心、海报及朋友推
荐的途径来找兼职工作，在此过程中，有些同学因缺少防范意
识，或多或少地遭受了经济损失。“以个人经验而言，大学生兼
职服务中心比较坑，介绍的兼职不怎么好，拿到的佣金比较
少。”工程造价1541班的王梦溪（化名）这样说道。

可是，在某些情况下兼职与学习容易冲突，最后顾此失彼，
甚至本末倒置。在校大学生选择兼职，从中可以锻炼自己的沟

通交际、组织协调等能力，增加自己的社会阅历。但
是，一旦兼职，当兼职工作与学习相冲突时，大学

生的精力往往更多投入到兼职的工作中去，难
免顾此失彼，无法兼得。

其实大学生兼职的利与弊是相对
而言的，利与弊的主次地位也因人而
异。对于如何权衡学习和兼职还有
社团之间的关系，社会实践调查组的
谈晓花老师这样认为，“每个人的能
力都不一样，如何处理要根据自身的
能力。在学习，兼职还有社团这三个
方面都可以收获到提升自我的经验，关

键是把握好度，在各个方向上找到方法，
多实践，善于学习，善于积累。”

对于大学生来说，最难平衡的是学习与
兼职的关系。大学是学习的积累期，在通过兼

职和社团活动来提高自身能力的同时更要注重专业
知识的积累，学生应该要牢记学习的使命。对于每一个大学

生来说，大学生活都是一生中最难忘的学习经历，正因为它的
来之不易，所以更需要加倍珍惜。

你的视野决定你能走多远，你的知识决定你能走多高。正
如谈晓花老师所说：“专业基础知识的积累不够，就是在吃中学
的老本。学习是厚积薄发的过程，底子打好了，对于你以后的
实习和就业是有很大帮助的”。

每一份经历都有它的意义，兼职和社团都是大学学习的方
式，也是我们提升自我，增加社会阅历的跳板。古人云：“竭泽
而渔，非不得鱼”，兼职和参加社团的前提是要有个“度”，不要
为了兼职或者社团而荒废学业，让学习成为“兼职”。

有一种爱好，是偶然的发现，是浓烈
纯粹的迷恋，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执
着信念。就是这般的热忱与执着，令他
最终选择跨专业考研，义无反顾。路崎
岖而漫长，也不可忽视云雀的歌唱。考
研之路漫长且艰辛，而持之以恒者能发
现其中的奥妙。

他，万攀兵，是我校成功考取暨南大
学硕士研究生的优秀学子，一位谦谦君
子，温润如玉。

充实度日，自我定位

四年前，一纸高考成绩单无情地碾
碎了万攀兵的梦想，心心念念的那个大
学，从此与自己无缘。百无聊赖，心灰意
冷，梦未央，凭栏杆，独自守一场离伤。
不过，男子汉的坚强还是令他抵过天黑，
迎接黎明。他怀着“天生我材必有用”的
壮志继续前行，填补曾经留下的遗憾。

2011年9月，万攀兵坐上开往南宁
的列车，随着火车的长鸣，他开启了新的
人生征程。炎炎骄阳送走昨日成败，阵
阵微风迎来明日期许。带着好奇与憧
憬，他开始了丰富多彩的大学之旅。在
大学四年里，他担任班里的学习委员，做
办公室的学生秘书，加入青年志愿者协
会和书画协会，担任物流学会的课题组
组长。他曾获得国家奖学金及国家励志
奖学金，勇夺全国英语竞赛一等奖，担任
物流学会课题组组长时协助老师完成的
课题获得了自治区级的奖项……众多的
奖项和荣誉是他的实力有力的证明。“大
学四年里的这些经历为我考研打下了一
定的基础，同时也让我更清楚地明白自
己适合学术研究这条路。”回首过往，谈
及收获，万攀兵如是说。泰山基于卵石，
梦未央，步不止。就在这一点一滴的积
累中，他完成了未来道路的自我探索。

为了填补高考的遗憾、为了做自己
喜欢的事、为了更好的发展，万攀兵毅然
走上考研的征途。纵然前路荆棘密布，
他也甘愿为自己的兴趣闯一闯。庆幸的
是，他的家人对于他的考研决定是理解
并支持的，这让他在备考的过程中能全
心全意地投入复习之中，没有后顾之忧。

结缘经济，情有独钟

歌德说：“哪里没有兴趣，哪里就没
有记忆。”兴趣能让自己突破现状，更有
效率的去汲取知识。“高兴学来的东西永
不会忘。”愿意投入一切精力为之奋斗的
事情，不为别的，只因热爱。

“大一的时候，我开始接触西方经
济学，老师深入浅出的讲解及经济学本
身的魅力深深地吸引了我。”据万攀兵
说，他的闲暇时光基本与经济学相关的
书籍为伴。史蒂芬?列维特、史蒂芬?都
伯纳的《魔鬼经济学》、亚当?斯密的《国
富论》、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无
一不让他着迷。

跨专业考研，一句“隔行如隔山”让
很多人犹豫不决，望而却步。万攀兵也
不例外。当时出于保守，他选择考研的
专业为大学本科所学专业物流管理。“当
时复习的时候我已经将管理学的书看了
两遍了，但还是没有什么印象，对此始终
提不起兴趣。一次机缘巧合，我在图书
馆借取了关于经济学的课外书，在闲时
阅读，发现自己的注意力格外集中，这才
顿悟，或许我擅长的是经济学方面的知
识。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我最终决定
跨专业考产业经济学。”此后他经常上网
搜寻关于经济学的相关资料，跑去图书
馆阅读，如此孜孜不倦的学习使他在紧
张的时间中仍旧跟紧复习进度，最后考
取了暨南大学。在选择读研城市时，一
档财经节目《财经郎眼》竟是主因。“当初
我决定考研到广州，某种程度上是因为
我喜欢的《财经郎眼》这档节目是在广州
录制的，我想要到现场参加这个节目。”
爱好，予人乐趣、予人信念、予人力量。
万攀兵对经济学发自内心的热爱是何等
美好的情愫，能与兴趣如胶似漆、长相厮
守又是何等幸福的一种生活状态。

剑指暨南，持之以恒

“我是一个执着的人，一旦选择便义
无反顾。”

暮霭沉沉，睡眼未惺，却行如疾
风。万攀兵起早贪黑，日复一日，笃志不
倦。“因为是跨专业考研，我接近八月份
才开始正式复习产业经济学的专业课，
时间真的很紧，压力比别人大得多。除
了复习数学政治英语外，我还要每天坚
持挤出三到四个小时的时间花在专业课

上。”在很多人的认识里，考研无非又是
重新经历一次高考，但万攀兵却不是这
样认为的。“我觉得考研是一段非常独特
的学习经历，他不同于我们以往所经历
的任何学习过程。最大的不同在于考研
非常强调自主性：自定目标、自主学习、
同时不忘自我约束，是一种目标明确的
主动性学习。”谈及在考研大军中脱颖而
出的秘诀，他直言二字：坚持。

勇气与坚持携勤奋与刻苦，每个考
研学子的考研历程都不轻松。 时间就
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意挤，总还是有
的。万攀兵详细的时间计划表正体现着
这句话。上午晨读英语训练口语
能力和记单词、巩固复习数学，
下午积累专业知识，晚上学习
其他科目，一切井然有序。
当然，时间不单是要挤一
挤，还要有合理的安排。不
是“死读书，读死书”而导
致“读书死”，而是要注重
学习方法。学会给知识做
总结归纳是很重要的，同时
还要结合像高考最后冲刺
阶段的“刷题”的方法帮助记
忆。

在复习过程中有诸多绊脚石，
也唯以去洗手间洗把脸，去田径场走
走，或者进行心理暗示为解躁方法。烦
躁过后，又重新进入学习状态。“今天很
残酷，明天也很残酷，后天很美好，但绝
大多数人死在了明天晚上，见不着后天
的太阳”。最终，万攀兵没有辜负自己的
努力，成为了坚持到后天的那一个。

如今，考研成功的万攀兵站在了一
个新的起点上，谈及未来，万攀兵说：“对
于未来我没有很远的计划，就想着好好
把握即将开始的三年研究生生活。希望
结识到一群优秀的人，相互学习、相互提
高，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平台。”

考研路上，万攀兵播种的是心愿，浇
灌的是汗水，施肥的是热情，收获的却不
止是成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幸福
的，在追梦路上，他以爱为支撑，走过狂
风暴雨，迎接绚丽彩虹。新的起点，新的
生活，奋斗的故事还在继续写着……他，
又将扬帆起航，驶向一个新的人生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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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学习成“兼职”
黎晓明 彭亭平 施美宇 彭思铭

近日，2016年国家公务员考试
的报名工作全部结束。经过
了 10 天的网上报名，截至 24
日傍晚6点，共有超过130.1万
人通过审核，平均竞争比大约
为 46:1。每年一度的“国考”
的浪潮如期赴约。全国上下
的高才捷足们，济济一堂，以
期通过“中国第一考”，登堂入

“ 府 ”，一 圆 进 入 体 制 的 夙
愿。

求职对于应届毕业的大
学生而言，无疑是初飞试翼之
举，亦是人生道路的分叉口。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公务员”
有三个优势：工作稳定、福利
优渥、社会地位高。对于初出
茅庐，资历尚浅、社会根基不
深的应届毕业生来说，“公务
员”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然而，树大根深的“国考”，并
非适合所有人。

公务员一职，并非百利而
无一弊。盲目地参与“国考”，
有时会使自身前途受阻。讽
刺的是，这些弊病大多来自
公务员最大的优势——稳定
性。首先，升职难。据报道，
中国基层公务员有 95%的人
没机会升职，一辈子就在一个
单位工作。其次，缺乏竞争
力。多少风华正茂的大学生，
在习惯了朝九晚五的工作之
后，安于现状，任凭满腔热忱
随时间消磨而去。杨澜曾说：

“万无一失意味着止步不前，
那才是最大的危险。为了避
险，才去冒险，避平庸无奇的
险。”正是由于工作的缺乏风

险和竞争，才让他们失去了年
轻人该有的事业心和进取
心。另外，许多“国考专业户”
屡考屡败，啃着老也继续考，
一副“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姿
态，而家中父母已是头发斑
白，勉强支撑。也有人考上后
碌碌无为几年才惊觉，这不是
自己一生所求。于是愤而离
职后从头再来，而同龄人早已
在各自的行业风生水起，徒留
岁月蹉跎之感。生命短暂，慎
重抉择，才不至于一生错付。

“国考热”高烧不退，不仅
事关个人前程，也有可能演变
为社会的弊端。首先，大部分
人报考公务员是大势所趋，报
考动机不纯。他们认为公务
员福利好、够清闲，是一门不
可多得的“肥差”。白岩松曾
尖锐地指出：“公务员又称公
仆，如果人人都争当仆人，说
明它可能不是仆人”。如果每
位公务员都只图一己私利，而
不是真正地以人民、社稷为出
发点，那么国家将要由谁治
理，由谁维护呢？没有为老百
姓服务的初衷，没有对这份职
业透彻的认识和敬畏，国家机
器运行的效率将大大降低，甚
至影响到国家安全、社会稳
定。其次，“无限风光在险
峰”。年轻人是冒险与挑战的
代名词，是社会发展的不懈动
力。如果我国青年人一味地
规避风险，扎堆投入相对安定
的“体制”内，国家的各项事业
就无法蓬勃发展，难以实现长

足的进步。第三，社会上不乏
高学历人才“低就”基层公职
的新闻。这些公职通常“不设
限”、“低门槛”，旨在招纳更适
合、更了解底层情况的基层人
才。而国家花费大量人力物
力培养的高学识、高素质人
才，不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钻
研、创造，竟也来基层“抢饭
碗”，挤走学历不如自己的
人。这极不利于我国人才资
源的合理配置，也容易造成社
会资源浪费。

央广网刊文称，2013年国
考有152万人通过报名审核，
但最终只有99万人参考。大
量考生弃考的现象，近两年正
逐渐改观。眼下整个社会对
国考的心态，正逐步趋于稳
定、理性。

可见，越来越多的大学生
开始理性地看待自身需求和
人生追求。除了“国考”之外，
在私营民营企业任职、创业等
都是不错的选择。在经济飞
速发展的今天，积极投身于市
场无疑有更多的潜力和可能
性。为支持大学生创业，国家
和各级政府出台了许多优惠
政策，涉及融资、开业、税收、
创业培训、创业指导等诸多方
面。我校也针对创业问题作
出了一系列措施：大学生创业
园的设立、对大学生创业竞赛
获奖同学的表彰等等。求职
乃人生大事，孔子亦曰，鸟则
择木，木岂能择鸟？我等青年
学生，应当审视自身优缺点，
明确自身志趣，不盲从、不妥
协，做最适合自己的选择。这
样，无论是求职、创业抑或考
研，都能成为上佳之策。

良禽择木而栖，“国考”能
为益鸟提供庇荫，也有可能成
为鸿鹄的囚牢。在这个伟大
的大变革时代，就大部分人而
言，“国考”并非是唯一的选
择。青年大学生的志趣和选
择，应该有更长远的目光和更
宏大的追求。

（大学生通讯社）

背
靠
﹃
国
考
﹄
难
乘
凉

兼职难“兼得”

于
卓

郭
怡

（大学生通讯社）

梦在心中，再苦也要坚持不懈；
梦在手中，再累也要奋力拼搏；
梦在脚下，再远也会风雨兼程。

小时候，康儒嘉就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
奇。她在高中的时候就在心中埋下了梦想
的种子——出国留学。所以，从高中开始，
她就严格制定各种学习计划，充分利用自己
的课余时间。不管是学习上的困难还是生
活里的琐事，她都处理得游刃有余。她调侃
道：“有时候上厕所都拿着英语单词。”可是
考虑到安全和生活习惯等方面的问题，康儒
嘉的父母并不是很支持她出国留学，但她这
颗梦想的种子依旧不屈不挠地在她心中生
根发芽。高考结束后，她极力说服父母，甚
至用了“一哭二闹”的策略。她的坚持最终
让父母有所妥协。最后她选择以考研作为
她心中“康庄之路”的跳板。她的考研方向
是香港或者国外。

有人说，“学生时代的生活像一部情节
曲折而精彩的青春剧，每个人都是自己

这部青春剧的导演和主角。我们可
以依仗自己的年轻，任性地去追逐
自己的梦想。”康儒嘉就是这样的
一个“任性者”。当然，在追梦的
路上，“任性者”需要更加用心地
去扮演自己的角色。康儒嘉作
为一名考研者，她斗志昂扬，敢
于挑战压力，追逐人生的又一片
天地。梦在心中，以拼搏浇灌，
期待奇迹的发生。

考研，考的不仅仅是专业知识，更多的
是严谨的求学态度和踏实的做事方式；考
研，不仅需要优异的成绩，更需要坚持不懈
的精神与坚定不移的信念。所以，考研是对
智商和情商的双重考验。

“磨刀不误砍柴工”，既然选择考研，便
只顾风雨兼程。康儒嘉在了解雅思、托福以
及Gre Gmat 的考试之后，又了解到香港和
国外的学校都非常注重学生的本科成绩，也
很重视学生的实践经验以及平时表现。想
要到达胜利的彼岸就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所以，从大一开始，康儒嘉就为自己制定了
计划，在学好英语、认真对待大学课程的同
时，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和学生会工作，
在学习之余提高个人能力。

常言道，“耐得住寂寞，才守得住繁
华。”她做到了。在日复一日的学习与生活
中，繁重的学习任务、堆积如山的题库、每日
的单词必背……一项又一项的考验蜂拥而
至，康儒嘉难免会心生旁骛，甚至萌生过放
弃的念头。她坦言：“特别是冬天，真的不想
离开暖和的被窝去图书馆，有几次真的想放

弃了。”的确，在考研备战中，最大的考验莫
过于抗得住困难、耐得住寂寞。而康儒嘉每
一天都坚定不移地完成计划，即便是在炎热
的夏天、慵懒的午后、寒冷的冬天，她都会在
去往图书馆的道路上留下坚定的步伐，一抹
熟悉的身影……

有人说，考研是一场持久战，不是心血
来潮也不是冲动之举。它关乎前途，关乎理
想，它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和付出；也有人说，
考研犹如人生的第二次高考，是人生的另一
个转折点。可见每一个考研人所面临的压
力之大，康儒嘉也不例外。她告诉记者，越
临近考研她就越紧张。渐渐地，康儒嘉认识
到心态的重要性。每到这个时候她就会听
听音乐，或者找闺蜜逛街，放松身心，然后重
新投入到学习中。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最终，康儒嘉以优异的成绩被香港浸会大学
录取，她辛勤的付出与执着的念想终于得到
满意的回报。

一般而言，无论是想在国内工作还是往
国外发展，都希望选择综合排名靠前的学校
和专业。然而康儒嘉被录取的专业较为冷
门，她被香港浸会大学录取的是绿色能源科
技理学硕士（Msc in Green Technology pro-
gramme)专业。但是她对自己的专业并不
感到陌生，相反，她对此侃侃而谈，字里行间
流露出满满的自信。她也许不会从事与这
个专业对口的工作，但她依然认为绿色能源
科技理学这个专业前景很好。她坦言：“其
实绿色能源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未来，
绿色能源的发展也越来越成熟，不久将会更
加广泛地融入到百姓的生活中。我国的绿
色能源技术相对落后，正因为落后，才更有
发展进步的机会和空间。”

展望未来，康儒嘉满怀期待。在经历过
考研的洗礼之后，她变得愈加成熟、稳重，相
信她凭着一份执着的信念会在新的道路上
有更好的成绩。

青春总会不断地面临选择，充满迷茫和
未知，康儒嘉选择踏上这条汗水与心血浸泡
的征程，不为别的，只为破茧成蝶，换取羽化
后的飞翔。她是一名目标坚定的勇士，一路
披荆斩棘。她那股不忘初衷，并为之奋发的
韧劲，令人敬佩和感动。

后记：年少时，许多人心里都有一个梦
想：“当一名老师”、“当一名工程师”、“当一
名 宇 航 员 飞 到 月 球 上 ”、“ 考 研 出 国 学
习”……有多少人正在努力，有多少人的梦
想实现了，又有多少人已经忘却了？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不忘初心，方得始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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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通讯社）

以爱为名，扬帆远航
——访2015年优秀考研学子万攀兵

（大学生通讯社）

陈瑜梁耀文 彭思铭

康庄之路，初埋心底

儒学之心，坚定不移

嘉绩为盼，展望未来

兼职，“我”的第二大学

兼职，贵在有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