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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应届高校毕业

生数量达874万人，同比增

长40万人，创历史新高。往

年的3月，都是毕业生撰写

论文、找工作的紧张时刻，

也是考研面试的时间。但

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

高校延期开学，毕业生的

论文、考研、找工作等问题

如何解决？

【论文】

开启线上答辩 灵活

处理选题

2 月 20 日，南京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博士生徐晓

茜使用在线会议方式，在

家顺利通过博士学位论文

答辩，成为南京大学在疫

情期间首个通过博士学位

论文答辩的学生。2 月 24

日，南京大学又举办了第

二场线上答辩。

徐晓茜的导师周东山

说：“这个形式是新鲜的，

但答辩完整、严谨、公平公

正、可追溯等原则更重要。

这不是一场随便的实验，

提前还做了演练，发现是

可行的。”徐晓茜说：“线上

答辩这种形式非常好，最

重要的是更加公开透明，

要求答辩人的成果要更经

得起推敲。”

3月4日，教育部发布

《关于做好 2020 年上半年

毕业研究生学位授予相关

工作的通知》，明确对春季

毕业研究生可组织开展远

程视频答辩，对夏季毕业

研究生，因疫情影响无法

按时完成学位论文的，可

适当顺延培养和学位授予

时间。同时，要积极开放文

献资源，为研究生完成学

位论文提供支持。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

已有南京大学、清华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中南大学

等 20 多所高校发布通知，

安排部分毕业生以网络视

频方式进行论文答辩。为

保证答辩质量，各高校都

要求将整个答辩过程录音

录像，作为记录留存。

东北大学研究生院副

院长徐新阳介绍，学院相

关工作全部改在线上进

行，无纸化操作，确保时间

跟过去同步，做到学生毕

业不延期。在线答辩过程

中，所有材料都可通过邮

件、微信、QQ等提供，原件

过后补交。

另一方面，针对毕业

生获取资料难、实验调研

难的问题，不少高校也出

台相应举措。

上海交通大学、北京

理工大学等高校整合校图

书馆、出版社等平台资源，

免费对学生开放；东北大

学扩大校外 VPN 服务用

户范围，方便师生在家中

查阅学校图书馆数字文

献，访问校内资源。

对于确因疫情影响无

法完成毕业论文的，北京

大学允许制定合理的毕业

论文替代方案。对需要通

过校外调研、实训或校内

实验才能完成论文的，广

东外语外贸大学允许指导

教师灵活处理选题和开

题，适当调整毕业论文（设

计）题目和内容。对需要实

验数据的，华南理工大学

和东北大学都要求加大导

师远程指导力度，增加交

流频次，返校后增加指导

时间，并做好可能推迟毕

业的准备。

【考研】

扩招 18.9 万 部分采

取网络面试

2020年全国硕士研究

生报考人数首次突破 300

万，达341万人。2月下旬，

各高校陆续公布研究生初

试成绩，下一步将进入复

试阶段。

2 月 28 日，教育部副

部长翁铁慧在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今年将扩大研究生招生

规模，比去年可能增加18.9

万人，计划增量重点投向临

床医学、公共卫生、集成电

路、人工智能等专业，以专

业学位培养、高层次应用型

人才专业学位为主。

广东学生小陈说，复

试延期、研究生扩招让一

些同学放弃了复试。“不少

人认为扩招也意味着研究

生竞争力减弱，不如现在

找一份工作，积累 3 年经

验，并不比读3年研究生竞

争力差。”小陈现在一边找

工作一边等复试，“希望有

一份工作来保底。”

“初试成绩不是特别

理想，虽然扩招，但不知道

自己的专业能扩招多少，

希望尽快明确具体的扩招

计划。”一名湖北大四学生

表示。

据了解，目前一些高校

在根据师资培养力量制定

具体的扩招计划。广东技术

师范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

赵慧民介绍，作为广东去年

新增人工智能专业的 6 所

高校之一，学校今年准备在

人工智能领域的模式识别

与智能系统方向增加招生

数量，“往届计算机学院研

究生招生 20 多人，今年打

算扩招到35至40人。”

针对考生关心的研究

生复试会以何种形式来进

行，目前各高校还没有明

确方案。东北林业大学等

多所学校提出，根据当前

疫情防控形势，不排除采

取远程网络方式进行面试

的可能。“如果疫情防控还

不稳定，我们考虑进行线

上复试，也具备远程视频

面试的条件。”赵慧民表

示。

【就业】

网络招聘 提供创业

就业补贴

受疫情影响，不少企

业暂时停工、停业，裁员、

压缩招聘计划等随之而

来，让应届毕业生就业更

显艰难。对此，教育部、人

社部、高校相继出台措施，

开拓渠道，为毕业生就业

创造条件。

黑龙江、安徽、北京等

多地教育主管部门发布通

知，安排高校启动网络招

聘活动，实施线上招聘。翁

铁慧表示，3 月份将举办 6

场网络招聘活动，各地高

校也将举办近 2 万场各级

各类网上招聘活动。

教育部还推出“线上

就业指导 网上就业服务”

专栏，“24365 全天候网上

校园招聘”服务也已上线，

为毕业生求职、签约认定

创造条件。

大连海洋大学通信工

程专业毕业生杨益通过网

络招聘会投递简历，3天内

就接到面试通知，现在已

经达成就业意向。他说，网

络招聘很便捷，过去还要

专门跑到外省参加招聘

会，现在省了路费和时间，

也不受地域限制，对毕业

生帮助很大。

华南师范大学2020届

毕业生黄广澎也为线上招

聘点赞，“企业反馈都很

快 ，大 大 提 高 了 就 业 信

心。”华南师范大学2月28

日举办的春季空中双选会

共有215家企业参与，提供

招聘岗位766个，当日参加

招聘学生 6200 余人，共有

1699人通过视频面试和简

历筛选达成意向。

此外，安徽、甘肃、广

东等多地近日发布通知，

针对大学生就业、创业，以

及吸纳毕业生的招聘企业

给予补贴。

安徽对与小微企业签

订6个月以上劳动合同，并

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高

校毕业生，给予每人 3000

元的一次性就业补贴；允

许有创业意愿的高校毕业

生申请为期 3 年、最高不

超过 15 万元的创业担保

贷款，并按财政规定给予

贴息。甘肃为到战略性新

兴产业、十大绿色生态产

业等企业就业的 1 万名毕

业生提供长达 3 年、每人

每月 1500 元的生活补贴，

并给予招聘企业社会保

险补贴和职业培训补贴。

广东规定，到基层就业的

高校毕业生可享受 3000

元就业津贴，吸纳毕业生

的小微企业给予 2 年社保

补贴。

翁铁慧表示，对建档

立卡贫困家庭、身体残疾

等毕业生实行“一人一策”

分类帮扶，并加大对湖北

籍毕业生的政策倾斜力

度。她强调，如果7月份离

校时还没有落实工作单

位，可按规定将户口档案

在学校保留两年。两年内

落实单位的毕业生，高校

要按照应届毕业生身份帮

助办理就业手续。

“淘宝网店、抖音直播、微

信电商、自媒体平台……”，它

们不仅融入雪域高原老百姓

的生活，更逐渐成为一些人

的致富途径。

32岁的拉巴就是其中

的幸运儿。在追逐梦想的道

路上，他通过一次次的努力

与尝试，最后借助网络的力

量，实现了“弯道超车”。

拉巴来自西藏日喀则

定结县的一个贫困家庭，在

家中排行老三，上面除了年

迈的父母外，还有6个兄弟

姐妹。从拉巴记事以来，全

家的生活就靠着 5 亩耕地

和十几只牛羊。“每年青稞

收成只能保证全家的口

粮。”拉巴说。他们一家靠着

土地和牧场并没有致富，反

而成了建档立卡贫困户。

看到不少村民通过打

工改善生活后，拉巴有了

外出的念头。2018年初，他

独自来到拉萨，在一处建

筑 工 地 上 打 工 ，每 月 有

3000 元的收入。在打工之

余，他常到拉萨宗角禄康

公园跳舞。

宗角禄康公园位于布

达拉宫后面，是拉萨市民周

末休闲娱乐的好去处，这里

在节假日会有藏戏表演，平

时常有市民在这里集体跳

藏族舞蹈——锅庄。从小爱

跳舞的拉巴，逐渐成了公园

跳舞的常客。

与很多藏族老百姓的

舞姿相比，拉巴的舞蹈动作

摆幅较大，融入了自己的随

性发挥，显得更加活泼洒

脱。他的舞姿，也给围观群

众带来了不少欢声笑语。

“拉巴从小生活比较

困难，但他从不抱怨，心态

积极向上，为人谦虚善良，

给人传递着一种正能量。”

阿旺评价道。

40多岁的阿旺是拉巴

在公园跳舞认识的朋友，

两个人平常聊得很投机，

决 定 合 伙 开 始 创 业 。在

2019 年藏历新年前，他们

在拉萨租了一间店铺，专

门加工销售“卡赛”（藏式

点心）。一个多月里，拉巴

赚了2万多元。

销售“卡赛”的窗口

期，大概只有藏历新年前

的一个多月时间。就在拉

巴考虑未来的出路时，他

跳舞的视频在不少人的微

信朋友圈被大量转发。在

一次跳舞中，一位市民随

口说道：“你可以把跳舞的

视频发到抖音上看看，肯

定会火。”

此前，拉巴并不知道

抖音。在别人的帮助下，他

开通了账号，时常发布一

些生活场景的视频，不过

点赞和转发频率最高的还

是他跳舞的视频。半年间，

拉巴的抖音粉丝量突破70

万，点赞量近600万。

网络的普及，改变着

人们的社交方式，也缩短

了雪域高原与世界的距

离。数据显示，目前西藏电

话用户达393.1万户，普及

率为 115 部/百人；固定宽

带用户达 91.4 万户，家庭

普及率 84%；移动互联网

用户达 267.4万户。初具规

模的网络用户数量，逐渐培

育着高原的“网红经济”新

业态，也催生了一批像拉巴

一样的“网络红人”。

凭借较高的关注度，商

业演出和代言的机会纷至

沓来。半年里，拉巴不仅到

了西藏很多地方，还先后在

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地

留下足迹，平均每场的出场

费在1万元左右。

对于走红，拉巴感觉整

个过程就像一场梦，他把握

住了机会，很幸运。

“有时间到我老家去看

看，现在生活变化太大了，

草原的风景依然很美。”拉

巴说。

网络对雪域高原的影

响，仍在深入推进。据了解，

截至 2019 年底，西藏的行

政村4G网络、光宽网络覆

盖率达98%，今年将争取各

市（地）覆盖5G网络。

拉巴：网红牧民的淘金记
文/新华社记者 李 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