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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

! ! ! !一封小小的邮件中可能隐藏着无数的暗
流涌动，几个词组的组合也可能会出现不同
的意义。发一封 !"#$%&，也有讲究。

1.不越级发邮件
!"#'%&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容易被转发，

这一点对于喜欢越级 !"#'%&的“小聪明”们
来说是致命的。

2.不谈论跟工作无关的事
!"#'%& 的第二个特征是容易“留案

底”。假如你对某同事有意见、对老板有看
法，用嘴巴说说痛快一下就算了，何必发
!"#'%&呢？

3.不转发不该转发的邮件
同样，假如你收到了某某同事发来的带

有偏见内容的 !"#'%&，你做到自己知道就行
了，并感谢他的信任，不要到处转发或复制粘
贴，更不要为证明“这不是我说的，是 ((说
的”而当着他人面打开 !"#'%&。否则，你就成
了办公室的不良信息传播者，还会失去同事
的信任。

4.保留发邮件的证据
有时候 !"#'%&可能因网络问题不能按

时送达，也可能被收件者不小心删掉了，或者
收件者故意说没收到，怎么办？在发 !"#'%&

时给自己抄送一份，或者保留在发件箱里。同
样，其他人发给你的工作 !"#'%&也要保留三
个月以上再考虑永久删除。

5.私人邮件要躲开监控
很多公司都有网络监控一说，我们就宁

可信其有吧。碰到私事，可以用手机发邮件。

6.树立勤奋形象
不能半夜给客户打电话谈价格，不能在

出差途中、火车上给老板打电话汇报情况，怎
么办？很简单，发 !"#'%&啊。只管在晚上零点
之后给客户、老板发 !"#'%&谈工作吧，他们
收到时会为你的勤奋感动的！

7.不要忘记收发重要邮件
同一封 !"#'%&，差 )*分钟发送可能影响

大局。为手机的 !+#'%&收发设置提醒声音；
对于需要在确定时间点上发送出去的重要
!"#'%&，可以在备忘录中将其记录下来，一到
时间就会提醒你。老板可以说没有看到 !"

#'%&，但你不能说你没有发。

8.不要忘记正确“抄送”
当需要把文件传达给其他人时，别忘了

抄送到上级、老板那里，虽然他可能没时间
看，但这种“以资证明”的行为不可缺少。

9.不要让邮件彻底代替电话
很多人习惯用 !"#'%&、,,、-./或短信，

能不打电话时就尽量避免打电话，但这样不
行！必要时拿起手机拨过去，用礼貌、清晰、抑
扬顿挫的语言跟对方沟通，效果更好。

柯伟

大一暑假蹲农场
为了毕业后找份好工作，张轩报考了会

计专业。进了南农大，在耳濡目染下，张轩开
始关注农业。
“我的家在城乡接合部，我的外公是一

个很朴实的农民。土壤重金属化、农药过量，
部分农产品质量存在问题是事实，但我看到
的是身边大部分农民都在勤勤恳恳地种田。
有什么办法能改变这个现状呢？”张轩心中萌
生创业的念头，“我们来打造一个生态农业园，
让城市居民放心购买生态园里的农产品。”

大一暑假起，他就跟着农学老师下农
场，一蹲就是两个月。“要学的东西太多，比
如检测土壤，看重金属是否超标；学怎么使
用农药；甚至学种菜，一个夏天浑身晒得黝
黑，手臂、脸都脱皮了。”

打造“透明农场”
磨练一段时间后，张轩和其他四名同学

合伙成立了公司。
在老师的帮助下，张轩说服了常州一家

农场，“老板投入了 )0万元，学校的创业基
金支持 0万，我们几个同学凑了 1万多。”张
轩的合伙人、南农大大三的曾凡功介绍说，
现代农场里面有一套完全的物联网感应设
备，“经过智能化改造，1*亩地只需要 )*个
人，既减轻了成本，也减少了污染。”

农场里还装有摄像监控，“我们开发了
一个网络平台，登录后可以看到农场里面的
一举一动，物联网提供一个信息库，这块地
用的是什么种子、化肥的品牌、洒了多少农
药，点点鼠标都能查到。对于消费者来说，这
个农场是透明的。”曾凡功说。

张轩的技术研发团队又研发出网上订
购蔬菜系统。“我们在南农大附近，挨家挨户
上门推销。开始一天只能卖几斤，大家觉得
我们的蔬菜比菜场贵 )*2+3*2。当我们打
开网络平台，向居民展示农场的种植实时画
面时，很多人开始动心了。”

今年张轩的透明农场从一个扩展到四
个，农产品品种也丰富了起来，“有蔬菜基地、
大米基地，也有养鸡场，我们严格按照国家对
有机食物的标准来打造农场。”杨紫

应届生面试爽约率创新高

不可不知的e-mail潜规则

为创业下地种菜
大三男生办蔬菜配送点

来自前程无忧的“应届毕业生面试爽约”调查报告
显示，应届生面试爽约率再创新高。四分之三的雇主遭
遇爽约率超过25%，近两成的雇主面临超过75%的
面试爽约率，主要原因是求职者“职位申请太多、答应
的面试太多”。

原因一
“广撒网”导致“撞车”
此次调查采取网络在线投票方

式，共有 3405家企业和 )34*位应届
毕业生在 )0天内参与调查。调查显
示，四分之三的雇主遭遇爽约率超过
302，也就是说，他们通知四人前来
面试即至少被其中一人“放鸽子”；甚
至有近两成雇主每通知四人来面试，
会有至少三人干脆不来。
高爽约率的成因复杂多样。“职

位申请太多，答应的面试太多”是应
届生和雇主都认同的面试爽约理由，
均达到 302左右。海投、海申这种广
撒网的求职仍然是当下应届生的主
要方式，但是对互联网越来越依赖的
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人际交往能力
却呈现“退化”态势。对 30位应届生
的电话访问显示，在接到面试通知的

一刻不知如何回答，到最后就造成面
试都答应了，却无法妥善安排“撞车”
的面试时间，有的发现地方不熟或路
程较远，就干脆放弃了。

原因二
工作不难找只是比较挑
值得注意的是，有超过 3*2的学

生承认“其实工作不难找”，只是自己
比较挑剔。而挑剔的背后，是对“上
班”缺乏兴趣。受访的学生中有超过
六成认为，求职是需要父母帮忙的。

一位受访的毕业生曾被两家雇
主看中，但家长认为还可以找到更高
薪的工作，慢慢找总有机会。她表示
自己的理想工作是成为一位时尚杂志
的编辑，但是基本无望，除此之外都
“无所谓”了，就听父母的。“找不到好
的宁愿不做”是不少学生，更是不少家
长的普遍心态，所以“工作不适合我”

也成为学生面试“爽约”的理由之一。

原因三
待遇低看不上眼
还有 30632的同学因为“企业提

供的薪酬比较低”而放弃下一步的面
试，不过雇主并不如此认同，仅有
)*6)2的雇主认为自己提供的薪酬比
较低。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企业
的经营方式也正在转型，雇主大幅提
薪几乎没有可能。当下年轻人自我意
识不断加强，擅长比较，工作环境的
舒适度、发展性和体面程度等均在学
生的考量范围之内。

据统计，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总
人数再创新高，达到 788万。有人联
想起金融危机之年的就业困难，但前
程无忧首席人力资源专家冯丽娟并
不认同，3**8年初，雇主对经济走势
正处于观望期，缩减招聘数量成为相
对安全的选择；但如今的低签约率则
更多是由于年轻人的就业观与以往
有所不同，他们对工作的态度、对薪
酬的期许都有了显著的变化。她建议
应届生不妨调整心态，务实择业，可
以在实际工作中不断修正自己的职
业观。 裴晨

在南京农业大学有家金麦云蔬菜配送点，这里的蔬菜比菜
场贵，却卖得很火。配送点每天为附近100多户居民送货上
门，一个月能卖掉一万多斤蔬菜。这家配送点的老板是南农大
大三学生张轩，从大一起他就当起“卖菜仔”，打造“透明农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