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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蔡永军作为改革开放
后的第一届毕业生步入了职场，“那
时候还是计划分配，选择比较少。”也
因此，对那代人来说，选择就意味着
人生的转折。“我们那时几乎都是根
正苗红，某种意义上讲当时我们的工
作都是‘被成长’，被安排在什么位置
就在什么位置上勤勤恳恳踏踏实实
地工作，只要遵循领导的吩咐积极要
求上进就行了。”在计划分配下蔡永
军当时进了现为上海华谊（集团）公
司的下属大型国有企业，通过领导的
培养与自己的努力，当了车间主任，
过了几年，表现优秀的蔡永军就被调
进劳动工资科当科长去了，那时他还
不到30岁，许多年长的前辈感到他
这么年轻能行吗？经过1992年全员
劳动合同签订、养老保险缴纳等国企
改革历练，他转型成功了。“其实劳动
工资科这会儿已经进入人力资源管
理范畴了，只是范围不一样。当时工

厂里边分得很开，干部是由人事科
管，工人是由劳动工资科管。但劳动
关系、社会保险、薪酬、绩效、培训等
还是我们具体负责。”这算是蔡永军
往人力资源管理转型的第一步。之
后在上海国有企业都面临转型之时，
蔡永军进入了外服工作，从此坐实了
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发展，到今天
已积累了二十五年的人力资源管理
经验。

谈及转型，蔡永军的职业经历让
他总结出了一番经验。他认为，本企
业转型或者本系统转型的成功率相
对较高，这就涉及到系统中的聘任或
者企业的竞聘。从车间主任到劳动
工资科科长，蔡永军这种跨行业的转
型就是在本企业完成的，但如果当时
换到另外一个单位做人事经理之类
的，蔡永军表示这种跨单位转型不太
现实，成功率往往也不高。

蔡永军曾接待过一个求职者，做

广告设计多年。但是这份工作异常
辛苦，压榨睡眠，渐渐地，身体拉响了
警报。年龄的增长以及对于家庭的
顾忌让她意识到得离开这行，毅然地
提出了辞职。在辞职休息的这段时
间内她去读了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学
成后来到外服希望能获得工作推
荐。三十岁，而且六七年的工作经验
与人力资源完全不搭界，该如何转
型？蔡永军指出，仅仅拥有相关专业
知识却完全没有相关工作经验，这样
的转型很难，在待遇、工作内容等方
面企业也很难安排。不过依靠外服
的资源，她最终被推荐到了外服的一
家客户公司，方才让她从人力资源的
基础做起。“本企业转型，很大可能是
领导把你从原来的领导管理岗位聘
任到另一个领导管理岗位上，而不是
跨行业、跨专业的技术岗位，但如果
仅仅是靠一己之力去完成转型可能
性就略低了。”蔡永军对此分析道。

自主选择的时代 重在职业定位

作为上海市就业促进中心最早

审批通过的见习基地，外服雇员工作

服务中心办公室的前台也是见习岗

位之一，看似普通却拥有锦鲤般的

功效，颇有种“谁用谁知道”的玄学

感。蔡永军告诉记者，他每次遇到

因为某些自身问题导致就业困难的

对象，在了解具体问题之后，他会让

对方先去外服雇员工作服务中心的

前台实习或者见习几个月，通过前

台工作（也会做一些前台之外的工

作）改掉身上的不足之处，不仅如此

还能在此期间根据见习政策享受补

贴。蔡永军愉快地表示，“坐过几十

个大学生，其中95%最终都被企业录

用了。”这之中，就有上海海事大学的

一位大专学生A。

初看简历，蔡永军认为A还是个

不错的学生，推荐A去企业工作应该

不成问题。然而事实却非如此，没多

久A就被客户公司退回，退回意见为

不符合公司文化。“不符合企业什么

文化呢？我当时还琢磨着，但也没多

想，就把他又推荐去了第二家单位。”

谁料却仍遭退回，就这样又推荐了两

三家，都是同样的结果，但企业的退

回理由却也含糊，说不清道不明。蔡

永军发现这事情不简单，需要对症下

药，便找了A进行沟通。

在沟通的过程中，蔡永军发现A

不善于沟通，而且性格极端内向，情

况很严重。“我讲十句话，他可能一句

话都不回。我看着他他看着我，只要

我不说话，我们之间就永远保持沉

默，太不可思议了。”但如果只是让A

去执行一些事务，执行倒没问题但沟

通仍然有障碍。于是蔡永军把A 作

为了一个课题，开始寻找解决问题的

方法——先让 A 到外服雇员工作服

务中心见习——坐前台（外服的青年

见习基地为国家级大学生实习、见习

示范单位）。

第一个月，蔡永军仅仅是观察A

的行为。一个月结束后蔡永军再次

找A谈话，试图找到原因，并开始敦

促A看到人必须打招呼，然而蔡永军

得到的回答仍是一句简单的“哦。”三

个月间，蔡永军以及其他的外服同事

轮流与A沟通，教会他一些方法，让

他克服心理障碍，尽可能地找事情找

话题让 A 开口。在多方的努力之下

A总算是能自主开口了，虽然还是寡

言少语，但至少愿意针对某件事情发

表意见了，并最终被一家外企录用。

“被录用之后小家伙包括他父母十分

高兴，他回到外服看望我们，也会跟

我们说笑了，似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

方法。”

造成 A 这样的情况原因是多方

面的，有家庭、学校包括他本人的原

因。像A 这样不善沟通的大学生现

在并不在少数，蔡永军之后也陆续

通过让他们坐前台的方法提高了大

学生的沟通能力，在他看来，沟通能

力不强的大学生如果能在校时多参

加实习或者社团活动，或许就能及

早地改变自己了。而在帮助就业的

过程中，蔡永军意识到社会上长期

失业人员有太多问题亟待解决，渐

渐地，一种社会责任感油然而生。

“有时候解决了一个人的问题，也就

解决了一个家庭的问题，社会就多

了一份和谐。”

[链接]

“神奇”见习岗位
助求职者成功就业

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
公司雇员工作服务中心总
经理蔡永军是个十足的“60
后”，无奈于时代大背景造
就的就业环境，他的就职路
始于“被分配”。这二十多
年中工科出身的蔡永军也
曾当过车间主任，又因一次

“被转型”而踏上了人力资
源管理的道路，这一路就走
到了现在。他说，我们这代
人，选择就意味着人生的大
转折。“但现在的青年人不
一样了，他们可以自主选
择，那如何选择如何定位就
成了关键。”

青年报见习记者 赵颖欣

时代更迭斗转星移，再看如今的
就业形势，蔡永军分析道，“不能说很
好。一方面有些企业由于整个经济
不景气而在减员，另一方面企业更倾
向于按市场的发展趋势来招人。此
外上海整个正处于转型的阶段，服务
业、高端人才等行业欠缺人才，但有
些相关职业大学生又不一定愿意做
或不能做。”蔡永军指出，就业的结构
性问题在上海还是比较突出的，竞争
也非常激烈。

就在不久前，蔡永军接待过一个
应届毕业生，学工业设计也清楚毕业
后自己想做什么，但令人焦急的是这
位大学生错过了最佳的招聘时段。

“这会儿人家已经拿好毕业证书也跟
企业签好三方协议了，她却刚刚开始
找工作，即便清楚自己想做什么，这
时候的就业选择可能已经没那么多
了。”怎么办？对此蔡永军建议，不要
光盯着想做的，也可以从见习开始去
尝试尝试别的工作。事实上刚踏入
社会的时候是就业可能性最大的时
候，或许坐前台、端茶递水，传真复
印、寄快递都是些很不起眼的工作，
但人的一生也就在这个时间段才会

有机会去接触这些工作，“当你上升
到一定程度，还可能再回头专业地去
做这些工作吗？曾经有一位领导当
过办公室主任，正因为这段工作经
历，在举办或者参加活动的时候他一
眼就知道会场布置摆放得好否。但
没有相关经验的人可能就得过且过，
即便是为嘉宾领导倒水，要倒多少、

多久倒一次，这里边都是讲究。”
现在是个可以自由选择的时代，

这也使得很多青年人的想法比较自
我，“但选择也是有前提的，要综合考
虑自己的情况，怎么去选择很重要，
而这便直接与自己的职业定位挂
钩。找准定位，你会发现其实天地还
是很宽广的。”蔡永军说道。

转型靠自己没那么容易

挖掘自身的更多可能性

对外服务有限公司雇员工作服务中心总经理蔡永军。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常鑫 实习生 孙启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