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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杨浦被国务院命名为首批
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被
国家发改委和科技部确定为国家创
新型城区。在3月15日晚上的宣讲
会上，李跃旗没有满足于杨浦的完美
转型。而是诚恳地指出，杨浦依然有
一些“不完美”。并主动向大家历数
杨浦的“旧弱小”。他话锋一转，“正
是这些‘不完美’，为你和我留下了无
限的想象和发展的空间。今天杨浦
的这些‘不完美’，明天都可能留下你
奋斗的足迹、无悔的青春。”

可能很多北京学子都听说过上
海，但未必听说过杨浦。李跃旗形象
地将区域内集聚了10所高等院校，
拥有五所百年大学的杨浦形容为“上
海的海淀区”。

“虽然杨浦是上海最大的中心城
区，但是和北京海淀区相比，我们的
面积很小。但我们‘小个子’不定‘小
目标’，我们有‘大志向’，我们立志成
为上海乃至全国创新最活跃、创业最
容易成功的地方。”在宣讲中，李跃旗
提到了落户在杨浦的摩拜单车、西门
子、IBM等行业领军企业。还提到了
在杨浦创业的“清华三剑客”。

事实上，杨浦区此举并非空穴来
风。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要求上海继续
按照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
展先行者的要求，在深化自由贸易试验
区改革上有新作为，在推进科技创新中
心建设上有新作为，在推进社会治理创
新上有新作为，在全面从严治党上有新
作为。而杨浦用史上最有诚意的招聘
团回应了习总书记的要求。

迎接远方的贵客之余，清华党委
副书记史宗恺也向大家交了底。

“过去，留在北京和去上海的清
华学子呈现数量级的差别，近年来，
清华每年有近4000名应届毕业生走
出校门走上社会，其中 70%留在北
京，我们快变成北京清华大学了，我
们每年有150多名学生到上海工作，
经过动员，如今到上海的毕业生数量
增加了100多名。“史宗恺认为，这一
数字还有潜力。“从毕业生择业意向调
查中可见，清华的学生择业时，第一求
个人发展，第二求社会贡献，这两项永
远排在前面。我们曾有位金融硕士
如果留在北京，可以拿到百万年薪，但
他却选择去西藏工作。清华不是区
域性大学，而是中国的清华大学，我们
会动员优秀的学生到全国各个有活
力的地方去创业和发展，作为创新创
业热土的上海杨浦就是一个很好的
选择。能给毕业生未来创业和个人
发展提供良好的机遇和历练。”

“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不是
北京猿人哦。在杨浦已经生活了8
年了。”为了拉近和清华学子的距离，
杨浦此次宣讲会特地请来了清华大
学物理系89届校友、完美世界的总
经理萧泓当主持，“说实话，我是第一
次听政府官员的演讲，杨浦真不完
美，只有更多的清华学子加入它，它
才能逐渐走向完美。”

听毕区委书记的宣讲，清华学子
黄崇的评价是，“书记的口才挺好，印
象中的繁华都市大上海和书记口中
的旧弱小形成各种反差。但也让人
感到了十足的诚意。”

15日晚上和16日下午，杨浦分
别在宣讲会后设了一场招聘咨询会，
并在清华的招聘会设摊。吸引了不
少清华和其他高校的学子慕名前往。

面试官走出摊位，为应聘者解惑
“好久没听到乡音了。太激动

了。”1991年出生的韩乐阳是清华经
管学院的应届毕业生，也是长在杨浦，
生活在杨浦的“老杨浦”。

听到小韩说起了上海话，作为面
试官之一的杨浦区人社局调研员殷
月梅也顺势讲起了上海话。“侬感觉
侬有啥专长？”“我外语很不错，负责
过不少外宾的接待，有一次德国一所
学校的校长到我们学校来，也是由我
负责接待。”

当得知前一天晚上杨浦区区委
书记亲自到清华宣讲时，小韩大呼错
过了一次零距离面对面的机会，“啊，
区委书记也来了，我长那么大还没见
过区委书记。看来杨浦真的非常重
视这次招聘会。”

在接受采访时，小韩表示，自己
生在杨浦，对杨浦很有感情，且机关
工作很适合他。

记者发现，除了本科生、硕士生
外，这场最有诚意招聘会还吸引了好
几位博士的光顾。由于人数实在太
多，摊位前一度排起了队。最后，面
试官殷月梅索性站起来，在队伍中随
机回答大家的困惑。

“好年轻的博士啊。你是北京交
通大学的呀，我们上海也有一个交通
大学。”殷月梅的一番话让廖同学觉
得十分亲切。

“那么，你觉得上海哪些地方最
吸引你呢？”廖同学回答说，自己前段
时间刚去过上海，看到街头人们悠闲
地骑着摩拜单车，觉得上海的城市环
境很不错，这是一座充满包容的城
市。“你知道吗？摩拜单车就落户在
我们杨浦。”

“本来还有一丝紧张，没想到面试
官那么热情。”小廖透露说，自己一开
始就对招聘会做了功课，直奔杨浦的
摊位，谁知一开始队伍排得很长，她只
能先去其他地方，之后再错峰咨询。

情侣双双来咨询，想要“在一起”
“请问我应聘杨浦的青年储备人

才的话，可以落户上海吗？”户口问题
成为不少学子关心的焦点。现场，清
华的上海籍学生方鑫带着在人民大
学读研的福州籍女友来咨询。“综合考
虑下来，上海比较宜居。我想回到上
海工作，现在我的工作已经落实了，在
帮女朋友找。我觉得三年储备人才
的机会很好，如果对职业规划没有太
清晰的想法的话，不妨先试三年。"

记者了解到，类似方鑫这样，因
为想要“在一起”考虑到杨浦工作的
高材生不在少数。中科院90后博士
生姜巍的男友如今在张江工作，她认
为，机关的工作很稳定，很适合她。

“这些恋人在上海工作的应聘者
指向性比较明确，比较稳定。毕竟，
对于清华等名校学子来说，他们有很
多公司可以选择，也有很多城市可以
选择。”殷月梅分析说。

现场，面试官们为了了解应聘者
的动机，与他们聊起了家常。“你没有
问题了对吧，我有问题。你为何想到
上海工作呢？”被问询的是山东大学
的小蔡，她略一沉思，马上反应过来，
总结出了三点。“我当年第一志愿报
考的是复旦国政系，但因为分数线的
缘故与它失之交臂，也因此我有了上
海情结。第二，我是江苏人，上海离
我老家很近。第三我学的是国际政
治，到机关工作十分对口。”

来自清华设计系的张凯迪抛给
面试官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请问你
们对招募学生的专业是否有限制？”
杨浦区人社局公务员科科长周遐玮
明确表示，储备人才的招募并不限专

业，因为专业类别越多，机关的工作
人员构成越多元越有活力。

“你有男朋友吗？”“还没有。”“怎
么会？你长得那么漂亮。”这位1991
年出生的才女笑称，希望未来在杨浦
找到一个男朋友。

90后面试90后，分析利弊很投机
1990年出生的清华硕士研究生

黄崇在宣讲会现场结束后的招聘咨
询会摊位前一坐就是一刻钟。坐在
他对面的是同龄的“面试官”小辛。
因为年龄相仿，两人聊得很投机。

曾参与过福建扶贫项目的黄崇
坦言，自己最想去的是街道。他希望
下基层，和老百姓打交道。

国际关系学院硕士张晓禾虽说
不是名校毕业生，但却有很多社会实
践经历。面试官对她的情况非常感
兴趣，还详细询问了她做过的“北京
基层公务员生存形态分析”调查。对
于杨浦区开出的14万元的年薪，张
晓禾觉得十分满意。

周遐玮透露说，此次为了吸引优秀
储备人才，他们的待遇甚至比公务员还
要略高，但也不可能高太多。这是避免
他们未来考上公务员后内心有落差。

杨浦区人社局局长李金刚表示，
招人之后，最大的难点就是留人了，
薪水留人未必是最优的选择。我们
还希望用事业留人、用感情留人。也
特别欢迎有志愿者经历的学生。这
类学生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

杨浦区组织部部长黄红表示，杨
浦此次揽才活动引进对象包括四个

“3”：即30个青年储备人才岗位，30
个教师岗位，300个企业岗位，3000
个大学生实习岗位。未到毕业季的
同学也可以考虑先实习，体验一下机
关工作。

据了解，17日、18日杨浦招聘团
还将分赴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举
行招聘会，现场接受咨询、接收简历。

[招聘会现场]

杨浦区委书记亲率招聘团赴清华北大等学府揽才

“不完美”的杨浦打动名校学子

2个多小时的招聘会吸引了不少学子慕名投递简历。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摄

这些年，杨浦完成了从“传统工业杨浦”到“创业创新杨浦”的完美转型，但却依然有很多“不完美”。3月15日开
始，杨浦区委书记李跃旗率领杨浦史上最豪华的招聘方阵赴清华宣讲，宣讲过程中没有杨浦样样都好的自夸，而是自
曝“旧弱小”，诚意揽才。昨天招聘团在清华设摊，开启了首都揽才的首站，2个多小时的招聘会吸引了不少学子慕名投
递简历，甚至出现了排队咨询的现象。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北京专电

90后“老杨浦”找上门，听到乡音很激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