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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深今谈】

新闻专业就业率低对

于毕业生而言是一个

悲剧， 但是站在媒体

更迭的角度看， 只能

算是一个进步现象的

副作用。

【商兵布阵】

只有那些不断更新

设备，保持“大炮”

的企业，才会越来越

有竞争力。

晋平公的萌面孔

木木

“

人生得意须尽欢

”。

李白说的

，

没

错

。

反过来说

，

人生尽欢须得意

，

也不

会有什么错

。

折腾

、

高兴到一定程度就

得意洋洋起来

，

大约也是人之常情

，

本

无可厚非

，

不过

，

凡事走到极端

，

就不

妙

，

得意大发了以致达到忘形的程度

，

估计马上就有不好的事情找上门来

。

春秋时期的晋平公

，

就是一个不

错的例子

。

有一次

，

晋平公与一群关系不错

的大臣聚在一起吃吃喝喝

。

吃喝到高

潮处

，

帐暖灯红

，

气氛格外的好

，

晋平

公拍了拍已经鼓胀起来的肚皮

、

长出

了一口酒气

，

对围坐在左右的大臣们

说

：

在这个世界上

，

大概再没有比做国

王更让人快乐的事情了

，

想说什么就

说什么

，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

没人敢招

惹

！

多么快乐啊

！

晋平公的话音儿还在房梁上一圈

圈儿地绕呢

，

陪坐在侧的师旷随手抄

起身边的古琴

，

扬手就砸了过去

。

晋平

公侧身躲开了

；

那张很珍贵的古琴从

他的肩颈旁边飞了过去

，

一头撞在粉

墙上

，

来了个粉身碎骨

！

晋平公的酒意被惊走了大半

，

马

上喝问

：

太师

，

你砸谁呢

？

师旷慢吞吞

地回答

：

刚才有个得志便猖狂的小人

在旁边指天画地地胡言乱语

，

太气人

了

，

我实在忍不住

，

只能用琴教训他一

下

！

没想到竟让他躲过去了

！

拿东西使劲砸国王

，

无疑是很大

的罪过

。

于是马上有希望国王身体健

康万万岁的臣子们给晋平公提交了解

决方案

：

宰了师旷这个老家伙

！

但晋平

公却一挥手

：

算了

，

算了

，

放了太师

；

我

要以此为戒

，

争取做个好国王

。

读历史的乐趣

，

大约也就在此

，

故

纸堆中藏匿的三言两语

，

许多时候

，

威

力就如扫雾除霾的大风

，

让原本躲在

历史烟云背后的一个个面孔立时清

晰

、

鲜活起来

。

以现代人的眼光审视

，

活在

2500

多年前的晋平公

，

还是很有

些

“

萌

”

味道的

。

以高高在上的国王之

尊

，

居然能容忍别人砸他

，

而且还颇能

从中领悟出一些人生的大道理来

，

足

以说明晋平公不但聪明

，

而且很有些

心胸

，

情商也高

。

或许有人会说

，

也就是师旷挟

“

太

师

”

之尊能这样搞

，

其他人要这么乱

来

，

估计当场就能被乱刀剁了

。

也不一

定

，

只要能把道理说通

，

估计晋平公都

不会把你怎么样

。

比如有一次

，

晋平公

请客

，

看到端上来的烤肉上面缠绕了

一些毛发

，

马上当场发飙

，

拎把刀就去

杀烤肉师傅

，

别人还不能拦着

，

谁拦剁

谁

。

不过

，

这位烤肉师傅也非等闲之

辈

，

对着晋平公

ABCD

一番吐沫星子

之后

，

危机马上烟消云散

。

你看

，

晋平公确确实实是很有些

人格魅力的

。

而有人格魅力的人

，

周围

就总少不了

“

粉丝

”，

而别管他身处什

么时代

；

尤其让人羡慕的是

，

春秋那个

时期的粉丝

，

似乎都特别得很

，

不但智

商高

，

而且情商也不低

，

在后厨给晋平

公烤肉的师傅都那样了得

，

就足以说

明问题

。

不过

，

有誉就一定有毁

，

晋平公的

作为也有人不待见

，《

韩非子

》

就评论

“

平公失君道

，

师旷失臣礼

”。

在韩非子

们看来

，

君不君

，

最终的结果就一定是

臣不臣

；

君臣之间如此没大没小地瞎

胡闹到最后

，

国家不乱套才怪

。

后来

，

随着

“

韩式理论

”

在中国逐渐发扬光

大

，

像晋平公这样的

“

萌

”

面孔就日渐

隐没在历史烟云中而难寻一二

。

也是

，

思想认识不同

，

路线方针就一定有别

，

最终结出的果子也一定是酸甜各异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鸟枪换大炮

周家兵

今年的制造业主们实实在在感到

压力山大

。

企业主们期待明年会好点

，

这差不多是幻想

。

想起

2008

年的金融

危机

，

来得快走得也快

。

这次会有所不

同

，

会是

“

慢性病

”。

需要治疗加食疗

。

治疗可以理解为外在因素

，

食疗可以

理解为自身调理

。

自救是首当其冲

。

首

先看看自己企业的硬件如何

，

如果还

是一些老旧的机器设备

，

每天啃哧啃

哧老牛破车样运转

，

根本没法拉到市

场去竞争

。

中国的人口红利早就没了

，

人力资源在企业内部搞不好成了成本

和压力

。

竞争对手都是世界一流的生

产设备

。

你还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

的生产设备

，

自认为还行

。

人家机器运

转的速度是你的

2

倍甚至还多

，

品质

更稳定

，

你怎么和人家比

，

这就是人家

对客户的报价比你的成本还低

，

而且

还有钱赚的秘密

。

这就是人家工厂车

间门口挂着

“

生产车间

，

谢绝参观

”

的

理由

，

有的工厂甚至采取自我保护措

施

，

将最先进的生产设备上银白色的

金属

“

厂家标识牌

”

都卸掉

。

人家用

“

大炮

”，

你还抱住

“

鸟枪

”

不撒手

，

你不倒掉哪个倒掉

？

制造型企业的转型震荡

，

这几年

将越来越剧烈

。

转型不仅仅是商业模

式

、

产品

、

技术等

，

作为制造型企业而

言

，

人力资源

、

机器设备

、

生产物料

、

作

业方法

、

工作环境等

，

均需要考虑

。

基

础的东西必须过硬

，

要想揽瓷器活

，

就

得有金刚钻

。

生产设备的先进性

，

往往决定了

很多东西

。

两年前富士康就开始进行

机械手改造

，

在改造的过程中

，

使用人

员规模在逐年下降

，

以此来解决大陆

的用工荒问题

，

无疑是英明的决策

、

正

确的做法

。

还有诸多好处是

，

机械化了

之后

，

没有疲劳降低效率的问题

，

大大

减少工伤事故

，

品质更稳定

，

人员操作

技能要求变得更低等

。

对于接受我咨询的企业

，

我建议

他们分步骤进行设备更新换代

。

购买

新技术设备

，

淘汰老旧设备

———

是指

技术方面

。

其中有一家印刷企业投资

两千多万

，

花两年时间

，

逐渐鸟枪换大

炮

。

员工从

1200

人左右

，

逐渐减少到

700

人左右

，

年产值反倒上升了

20%

。

现在车间里都是本行业里最先进的生

产设备

，

客户订单源源不断

，

也不用太

担心生产不出来

，

因为由于人均产值

较高

，

本厂员工工资较同行业要高

5%

-10%

，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

对于企业

未来的发展

，

这位企业主说

，

无论行业

如何重新洗牌

，

只要这个行业不消失

，

自己有信心和同行展开竞争

。

设备的更新

，

不仅仅是机器本身

，

还包括和设备相关配套的治具

，

这样

，

先进的生产设备才能很好地发挥其应

有的能效

。

企业搞好基础设施

———

生产设备

的更新换代

，

生产技术也会水到渠成

得到优化

。

人员的产能水涨船高

，

利润

空间加大

，

强化内部管理

，

企业

“

强身

健体

”

的自身问题就会逐渐得到相应

的解决

。

与其抱怨大环境的变化

，

不如静

下心来考虑如何突破的问题

。

生产设

备的更新应该是首当其冲

。

目前

，

中国

有很多创业激情四射的创业者

，

他们

在大公司做过业务员

、

生产管理或者

技术人员

。

他们建立好客户关系

，

自己

购买二手生产设备创业

，

老旧设备只

能满足中低端的市场需求

，

或者是帮

着做你转手给他们的加工生意

。

因为

他们几乎没什么管理成本

，

很多成本

也就不存在

。

这种店铺式的小微企业

，

会越来越多

。

他们大部分生存现状是

“

忽然一夜销声敛迹

，

忽然一夜雨后春

笋

。 ”

其竞争力和生存力可想而知

。

他

们更多的只能当有着

“

大炮

”

的

“

大哥

”

手下的马仔

。

只有那些不断更新设备

，

保持

“

大

炮

”

的企业

，

不断创新

，

才会越来越有

竞争力

，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

。

这样的

制造型企业

，

中国目前来说

，

不是多

，

更不是过剩

，

而是太少

，

甚至是稀缺

。

（

作者系深圳市东方华策公司总经理

）

【缘木求鱼】

随着“韩式理论” 在

中国逐渐发扬光大，

像 晋 平 公 这 样 的

“萌” 面孔就日渐隐

没在历史烟云中。

西门庆何以先娶孟玉楼

黄波

《

金瓶梅

》

的前六回

，

作者的如椽

巨笔都在围着西门庆和潘金莲打转

，

就在武大已死

、

二人如胶似漆的时候

，

作者突然按下潘金莲

，

第七回宛如异

峰突起

，

冒出了一个孟玉楼

。

据媒婆薛嫂介绍

，

孟玉楼是

“

南门

外贩布杨家的正头娘子

”，“

不料他男

子汉去贩布

，

死在外边

。

他守寡了一年

多

，

身边又没子女

，

止有一个小叔儿

，

才十岁

。

青春年少

，

守他什么

！

有他家

一个嫡亲姑娘

，

要主张着他嫁人

”。

原来这就是一个寡妇再嫁的故

事

。

和其他正史一样

，

清朝官方所修的

《

明史

》

中记录了不少贞烈女子

，

但实

则明中叶以后传统的贞节观念已开始

受到强烈冲击

。

晚明时人黄方胤杂剧

写青年女子丁氏嫁人不称其意

，

至十

八岁时已三易其夫

，

与守节寡妇郑氏

偶遇

。

郑骂

：

你伤风败俗

，

是一个贩汉

。

丁曰

：

你孤辰寡宿

，

是一个鬼妻

。

郑骂

：

你油头粉面

，

好一似瓦楞上的娼妓

。

丁

曰

：

你黄皮寡瘦

，

好一似坟堆里的骷

髅

。

郑骂

：

你张来相

，

李来看

，

卖脸儿不

知羞耻

。

丁曰

：

你风不吹雨不洒

，

夜深

时没个温存

。

贞烈女子会受到官方的

旌表

，

但从黄方胤杂剧中可以看出

，

可

怜的贞烈女郑氏已转而成为被调侃的

角色了

。

青年寡妇孟玉楼不愿寂守空闺想

找个人嫁了不希奇

，

媒婆薛嫂代其张

罗

，

相中西门大官人也不希奇

，

希奇的

是媒婆向西门庆介绍孟玉楼的方式

。

古往今来

，

为了提高说合的成交率

，

在

媒婆的嘴里

，

男人都赛过潘安

，

女人则

貌比西施

。

但这一次薛嫂却一改本行

业千百年相传之成法

，

劈面就说孟玉

楼

“

手里有一分好钱

”。

如何

“

有一分好

钱

”？ “

南京拔步床也有两张

。

四季衣

服

，

插不下手去

，

也有四五只厢子

。

金

镯银钏不消说

，

手里现银子也有上千

两

。

好三梭布也有三二百筒

……”

衣服

、

金镯

、

银钏

、

银子这些不消

说得

，

打头的

“

拔步床

”

是个什么物事

？

民国学者姚灵犀所著

《

瓶外卮言

》

中释

曰

：“

疑即八铺床

。

言床之大

，

可容入铺

八盖之褥被

，

以南京描金彩漆者最佳

。

或言八步床

，

谓其长八步

。 ”

不论姚氏

的解释是否正确

，“

拔步床

”

系当年人

尽皆知之奢侈品无疑

，

近于今天的豪

宅和名车

，

否则精明的媒婆也不会将

拔步床放到衣服

、

金镯

、

银钏甚至银子

的前面

，

向西门庆夸耀了

。

在向西门庆炫富之后

，

薛嫂才又

回到媒婆行业的惯常套路

，

称赞起孟

玉楼的容貌

，“

长挑身材

”、“

一表人

物

”、“

风流俊俏

”

云云

。

但在西门庆那

里

，

究竟是孟玉楼的容貌还是孟玉楼

的财富的份量更重

？

就容貌和性的吸

引力而言

，

在西门庆的几房妻妾中

，

孟

玉楼只能说是中人而已

。

但是

，

孟玉楼

却能先潘金莲一步走进西门家

。

此中

缘由

，

精明的薛嫂很清楚

，

后来批点

《

金瓶梅

》

的张竹坡也很清楚

，

他在第

七回书中大笔一挥

，

写道

：“

见得财的

利害

，

比色更利害些

，

是此书本意也

。”

在媒婆的话语体系里

，“

拔步床

”

占了主导

，

即使是色中饿鬼般的西门

庆

，

在他的头脑里居然也是

“

财的利

害比色更利害些

”，

类似变化里

，

透露

的正是时代变迁的信息

。

随着商品经

济的发展

，

在一个消费社会里

，

金钱

的力量蒸蒸而上

，

货币拜物教流行乃

成必然

。

眼见金钱的力量压倒一切

，

心有

不甘的人们纷纷发出

“

人心不古

、

世风

日下

”

的感叹

。

一个晚明文人在笔记中

愤愤不平地记载

，“

今世流品

，

可谓混

淆之极

，

婚娶之家

，

惟论财势耳

”，

又

曰

：“

近乃有起家巨万之豪仆

，

联姻士

流

。 ”

只要有钱

，

哪怕出身微贱

，

也可以

和以往人们眼中的贵族阶层联姻

，

金

钱的伟力正在打破旧的秩序和格局

，

怎不让人惊叹

？

对待这样一种变化

，

站在不同的

立场

，

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观感

。

之所

以有人为此欢呼

，

自然是因为他是这

种变化的受益者

，

而痛斥

“

今世流品可

谓混淆之极

”

的人们则恰恰相反

。

但如

果以宏通的视野

，

用一个旁观者的角

度

，

是否可以说

，

世间万事以

“

钱

”

为标

准固然谈不上美好

，

但若与

“

权

”

行天

下相较

，

其实还要算是一种进步

？

（

作者系湖北杂文家

）

【金瓶商话】

世间万事以 “钱” 为

标准固然谈不上美

好，但若与“权” 行天

下相较， 其实还要算

是一种进步。

新闻专业就业难 其实是个新时代

今纶

前不久

，

教育部公布了近两年全

国就业率低的专业

，

同时还点名各地

就业率低专业榜单

，

广东被

“

亮红牌

”

的专业除了冷门的治安

、

考古外

，

新闻

学

、

艺术设计

、

音乐表演同样上榜

。

新闻专业居然上了

“

就业率低专

业榜单

”，

乍一看

，

笔者觉得有点不可

思议

，

但观察周边的环境也就觉得其

实应该在意料之中

。

此前的多年是门

户网站以及纸媒

、

电视台大发展的黄

金时代

，

兵强马壮

，

还要不断招兵买马

是一些强势媒体的常态

，

因此

，

新闻专

业曾是令人眼红的热门专业

。

不过

，

互

联网和科技的力量正在瓦解这一曾经

强大的传统媒体城墙

，

更要命的是

，

由

于种种原因

，

传统媒体在内容的深度

上也确实有收缩的趋势

。

互联网时代

，

受众格外挑剔

，

没人

愿意看水货内容

，

要么你让我愉悦

，

要

么你让我感受强大的刺激

（

正面

、

负面

的都可以

），

但是要是在垃圾广告的包

裹中

，

媒体人端出的居然是一盘自己

都不满意的夹生饭

。

呵呵

，

你还指望广

告商买单吗

？

当然

，

也不仅仅是内容的

问题

，

内容的问题折射的只是互联网

思维贫瘠的一个侧面

。

还有一个渠道的问题

，

毫不客气

地说

，

传统媒体的渠道在经历快速贬

值之后

，

还在持续贬值

，

即使你的内容

做得好

，

版式做得上佳也无法避免这

种命运

，

因为人家玩的就是移动终端

。

微博不行了

，

微信又来了

，

受众接受的

信息量比以前更大

，

方式更便捷

，

只不

过

，

这一切和传统媒体没什么关系

，

他

们只能作为一个基础的内容供给商

，

获得一块极小的蛋糕

。

蛋糕既然很小

，

就不要招新人

，

甚至该裁员就裁员

，

该

减支就减支

，

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

。

在这样的状况下

，

你还指望传统

媒体能提供多少新闻工作的岗位呢

？

人家是泥菩萨过河

，

自身难保

。

不过

，

惨淡只属于传统媒体

，

我对

新闻的未来反而是看好的

。

只是玩法

变了

，

渠道变了

，

大家玩的是细分

，

是

专业

，

是垂直

，

是不追求规模

———

这个

听起来很牛吧

。

“

逻辑思维

”

的罗振宇给自己打

工

，

就靠一张嘴

，

每周给大家讲一些道

理

，

养活一个公司

。

高晓松的

“

晓说

”

也

一顿大侃

，

网络点击率一路飙升

。 “

凯

叔讲故事

”

的王凯

，

就讲几个童话故

事

，

居然比他之前在央视还红

。

世界不

一样了

，

时代不一样了

，

一个小团队的

收益

、

知名度超过一个报社的时代开

始了

。

这些公司当然也吸收了不少人就

业

，

部分岗位就需要用到新闻专业知

识

，

只是目前的量还不够大

。

等更多的

人回过神来

，

通过自媒体开始成为高

品质的红酒评鉴报

、

跑步指南电视台

，

又或者是老年健康电台的时候

，

新闻

专业的毕业生将拥有更多更灵活的就

业渠道

。

在目前这个传统媒体衰微

，

自

媒体还没有大规模集体上位的时机

，

新闻系的毕业生注定尴尬

。

另一方面

，

也不是所谓的新闻系

毕业生都能在新媒体时代找到和专业

对口的饭碗

，

因为教给他们那些专业

知识的人已经过时了

，

他们中的相当

一部分还在用十几年前的讲义

，

作为

新闻系的老师甚至不太懂微博

、

微信

，

即使开通了

，

也没有认真研究

，

更谈不

上和学生交流传播技巧

。

这样的老师

教出来的学生

，

呵呵

，

哪个老板敢要

？

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新闻系毕业

生

？

站在老板的角度想一想

，

如果你想

进和媒体沾边的单位或者公司

，

毕业

生应该有基本的互联网思维

，

要会玩

新媒体

，

最好是个网络达人

，

粉丝越多

越好

。

如果粉丝多到一定程度

，

其实你

已经不需要给人打工了

，

这是很简单

的道理

。

所以说

，

新闻专业就业率低对于

毕业生而言是一个悲剧

，

但是站在媒

体更迭的角度看

，

只能算是一个进步

现象的副作用

。

怨天尤人没什么意义

，

何况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

新闻系毕业

生要做的是先找一份工作做着

，

如果

以后还想在新闻行业发展

，

抓紧时间

学点靠谱的东西吧

。

你们其实有机会

站在一个行业大发展的风口上

，

关键

是

，

你不要走错了方向

。

（

作者系广州政经评论人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