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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究”的天津煎饼
韩 白

小白是个地地道道的天津人。前两天，她在某宝
上买了一个鏊子，在朋友圈中晒出自己在家摊煎饼的
照片，立即引起一场讨论。

“在家还能摊煎饼？”“油条哪来的？”“看着就比北
京街头卖的好吃。”

天津人好吃。俗话说，“京油子卫嘴子”，那可不只
是说天津人能言善道，而是对吃的讲究要求极高。天
津人对吃的那一份执着与挑剔，远近闻名。

小白承袭了这一优良传统，虽说来北京闯荡多年，
也基本吃遍了祖国大江南北的“驻京办”，但最让她割
舍不下的还是从小吃到大的天津煎饼。

天津煎饼不同于山东煎饼。在天津，老百姓都叫
它煎饼果子。天津人曾用自己特有的诙谐戏谑说：“山
东煎饼夹的是大葱，我们的煎饼里是鸡蛋果子，能一样
嘛。”

一套煎饼能有多讲究？咱就先从煎饼皮说起。如
果你在天津的煎饼摊儿前听客人要求：“老板，来个‘皮
儿’，俩鸡蛋。”

光吃“皮儿”能好吃吗？别怀疑，这“皮儿”可不是
一般的皮，那讲究的可是金黄脆嫩。

天津煎饼的“皮儿”原料是绿豆面和小米面，按照
2比 1的比例，用熬制许久的大骨汤调和而成。

首先，舀一勺调好的面糊，在烧热的圆形鏊子上用
小木推摊上一层薄薄的面皮，下面的面皮迅速结成金
黄色的锅巴，这时要赶紧用木推子敲破两个鸡蛋，扑在
面皮上，将蛋黄从中间打破，均匀摊在面皮上。这时原
本有点“苍白”“单薄”的面皮，表面上开出一圈圈金黄
色的光晕，丰盈而又饱满。此时要赶紧撒上葱花和芝
麻，待定型后迅速翻面，抹上自家调制的面酱和辣酱，
这比蛋糕还好吃的“皮儿”就做好了。

吃“皮儿”不过瘾，那就得来一“套”煎饼。天
津煎饼分夹“果子”和“果篦儿”两种。“果子”就
是油条，“果篦儿”有点类似北京的薄脆，比薄脆更
大更薄、更酥脆。

“果子”“果篦”讲究的都是现炸现夹。在天津，一
般煎饼摊都会和炸油条的做“邻居”一起出摊。这边油
条刚刚起锅，那边煎饼皮儿就摊好了；一夹，热气腾腾，
香脆四溢。

早上起来，买上一套煎饼，再沏上一杯浓茶，对天
津人来说才是美好一天的开始。

听起来，做煎饼果子似乎不难，一摊一夹就完事儿
了。其实不然，要摊上一套美味可口的煎饼果子，那可
是要功力，费上一些功夫的，大量的准备工作是要做在
前面的。张国庆夫妇摊煎饼 20 多年了，每天早上 4 点
准备配料，5 点半出摊，已经成为习惯，为了配出更好
的皮儿和料，他们不停地尝试配比各种杂粮。就是那
小小的一撮葱都尝试更换过很多品种，面酱和辣酱的
调味更是他家独有的味道。

在天津，有几十年历史的煎饼摊比比皆是，基本都
没有门店，始终坚持着在一个地方做生意，一个小推
车，一个鏊子，一样的配方，一代代将手艺传承下去。

我们总说这个社会人心浮躁，缺少工匠精神，其实
不然，每当吃到几十年如一日的天津煎饼时，你会感到
工匠精神其实就在身边。

大学生求职，主动出击VS被动等待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佘 颖

家长的就业观也需要改
若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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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全国高校毕
业生预计将达 795 万人，比 2016 年预
计增加 30 万人。毕业生初出校门找工
作，第一步就是跑招聘会、投简历。可
别小看这薄薄几页纸的简历，记者调查
发现，由于对应聘单位不甚了解，对自
身能力缺乏认识，再加上主动性不够，
许多毕业生在求职第一关就困难重重。

明确自身定位很重要

3 月 23 日，北京遭遇倒春寒，气温
骤降。中午 12 点 56 分，梁书铭已等候
在 中 央 财 经 大 学 学 术 交 流 中 心 的 门
外。再过 44 分钟，这里有一场金融街
人才招聘会。

梁 书 铭 是 第 一 个 来 到 现 场 的 学
生。他经历过三场校园招聘会，已经习
惯了这种等待。“一会要检查学生证和
简历，本校学生先进，我们外校学生要
等一等。这是校园招聘的惯例。”梁书
铭告诉记者。

正说着，星展银行的招聘人员迎上
来，很热情地递上一份银行介绍。梁书
铭没听说过这家银行。对方只好介绍
说自己是新加坡最大的商业银行，刚刚
收购了澳新银行。这让梁书铭肃然起
敬。“能收购澳新银行应该是一家实力
雄厚的企业，但这么大的新闻我竟然不
知道。”他检讨自己对这个行业的了解
程度不够。

听说梁书铭是留学人员，记者告诉
他，这个周六教育部留学人员服务中心
在北京亮马河举办一场针对留学生的
春季招聘会。梁书铭根本不知道这个
信息，他甚至都不知道教育部留服中心
会给留学生提供求职服务。“了解的信
息还是太少。”梁书铭承认自己的就业
还是相对盲目。这也是求职学生的通
病：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或者想要的太
多，抓不住方向。

在招聘会现场，记者留意到一家叫
91 金融公司前的求职队伍排得特别
长。由于 91 金融是国家级高科技企
业，员工可享受一些特殊政策，公司还
为员工提供住宿，薪资待遇也不错，因
此成为当天的热门求职单位。

除了风险控制、量化投资等岗位，
91金融还招聘一批管培生。入职后，管
培生需在公司的重要岗位轮换，由公司
老总亲自担任导师，一年后将分配到最
合适的岗位。记者留意了一下，几乎一
半投简历的学生都是冲着管培生去的，
但能够明确说出自己想要从事产品运
营、投融资管理的并不多。

记者也发现，没有一个求职者问过
招聘官管培生究竟要做些什么？会在
哪些岗位轮换？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
中心的调查显示，71.4%的受访学生表
示，如果应聘，也会对管培生职位感
兴趣。

“这么多学生选择管培生，一方面
是因为管培生受重视、起点高，更大原
因也是因为很多学生不清楚自己适合
什么岗位，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能做
什么，就干脆选择管培生试试。”91金融
副总裁施健从事人事招聘近 10 年，很
清楚学生的心态。他认为，管培生压力
非常大，淘汰率也高，只适合想要综合
发展的优秀学生，更多学生其实应该奔
着专业性较强的岗位去，一两年就能积

累出一定成绩。

实习经历有门道

很多求职学生不知道自己想做什
么，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造成这种
情况的原因之一就是实习太少。因为
实习经历不足，还可能与心仪的工作失
之交臂。通过之前的两场招聘会，梁书
铭已经拿到了水木平安资本、华海保险
资管的面试资格，大都被安排在近一个
星期，华夏幸福基业的风控、大公信用
评级已经面试完了，正在等通知。

“我觉得自己大部分工作都能做，
只是实习经历太少，是个硬伤。”梁书铭
估计自己可能在二三轮就会被刷下来，
所以他还想再找几家公司，广撒网。看
了星展银行的招聘启事，梁书铭觉得这
家银行挺适合自己。“他们要求抗压性、
主动性，会做销售、理财加一些资产组
合，所有的条件我全都具备，而且我唯
一 的 实 习 经 历 就 是 在 招 商 银 行 实 习
过。”

这一次，梁书铭很有信心，因为自
己算是比较有竞争力的求职者：从金融
业发达的英国留学回来，手里拿着 CFA
一级证书。这是国际通行的金融投资
从业者专业资格认证，全世界公认的金
融证券业最高认证书，几乎金融领域所
有工作都能用上，在国内能考下来的学
生非常少。更关键的他是北京人，又是
男孩，这是求职学生们公认的 A 级。他
用当下年轻人最时髦的语言表达自己
的欢乐，“66666，我要去试试”。

与单纯乐观的梁书铭相比，央财本
校的外地女生宁慧慧就“坎坷”得多。
她一直在中信信托展台前卖力推销自
己：拿过国家级奖学金，特别想从事信
托行业，实习也是在信托公司。“我觉得
还是很有希望进入下一轮面试的，只是
实习经历太少，可能最终希望并不大。”

记者向多家企业招聘人员了解后
得知，在投简历这一关，企业排查的标
准依次是学校、专业、实习经历。由于

是专门到央财举行的金融招聘会，学校
和专业基本不成问题，企业大都将重点
放在了实习经历上。

人事部门问得最多的三个问题依
次是：第一，实习是自己找的还是学校
帮忙安排的？第二，在实习中，感觉自
己的不足，或者是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第三，为什么没有留下来？

当天下午面试的 100 多人中，几乎
所有学生的实习工作都是自己找的，算
是合格。为何没有留下的答案则五花
八门，有的说发现不合适，有的说实习
单位一开始就确定不会留人，没有什么
让人印象深刻的答案。

而本该很有故事性的收获和不足，
学生们也没有给出什么有说服力的说
法。一名女生的实习简历很漂亮，她曾
经在普华永道实习 3 年，期间被当作正
式员工一样使用，还在中信建设证券、
苏富比拍卖有过长期实习。她表示通
过实习，发现自己对投资比较感兴趣。
当面试官问她 3 年实习都积累了什么
资源，她想了想说，“我男朋友”。听到
这样的回答，面试官没有再问。

能够顺利闯过实习盘问的学生，迎
来的终极问题是：你对加班怎么看？能
够毫不犹豫、坚定且有条理地回答喜欢
迎接挑战、不介意加班的学生，简历上
往往会多出一个小记号。那些迟疑或
者回答声音变小的学生，简历被直接倒
扣在桌面上。

筛选最合适的人是挑战

收 下 一 份 简 历 ，谈 2 分 钟 到 3 分
钟， 对一名求职学生的初次面试就算
结束了。当天，91 金融共收到约 150 份
简历。施健坦承，除非极其优秀的学
生，否则一场面试下来，面试官对简历
的主人印象寥寥。“一个招聘季，91金融
差不多要收到至少 3000 份简历，人事
部仅有两三个人负责筛选简历，哪儿看
得过来？有时候就是大致扫一眼，选出
进入二面的人选。”

这不算夸张，施健说曾经见过有企
业离开招聘会场时，直接将一半简历扔
进垃圾桶，只带走另一半，“所以有时候
我们说，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但是，又不完全是运气。“我留意
整个下午的面试，没有学生跟面试官
要微信。”施健又指指自己，“我们俩
在这里谈了这么久，没有压低声音，
稍稍留意，学生就会知道我是这家公
司的负责人，但也没有任何一名学生
过来跟我询问”。他很遗憾地表示，如
果当时有学生过来询问招聘事项，他
不会拒绝，甚至学生如果直接陈述想
要进入下一轮面试的理由，他会很愿
意给学生这个机会。“为了他的勇气，
但就是没有人来。”

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学生，所有招
聘企业都面临一个最令人抓狂的问题：
怎么能从一份简历、2 分钟到 3 分钟的
谈话，判断出这个学生是不是企业需要
的人？这对人事部门是个极大挑战，因
为有时候学生会根据公司和岗位调整
自己的回答。他们倒不是想要欺骗企
业，而是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自己到底
喜欢什么、适合什么，有的人明明喜好
稳定的朝九晚五，却在面试中表现得喜
欢挑战，结果入职半年就离职，让企业
措手不及。

为了提高成功率，企业习惯用学
校、专业、实习经历当作筛子，筛选最有
可能适合企业的学生。“但这些条件只
是过程，不是目的。如果学生能展现出
很好的主动性和抗压能力等综合素质，
就算来自普通学校，也有机会。”施健
说，公司里也有来自很普通学校的大专
学生，已经成长为公司骨干。

因此，他建议学生主动出击，“投简
历的初次面试往往只有几分钟，很难给
面试官留下深刻印象。学生不要害怕
问问题，也不要害怕多尝试。要知道，
企业不是非要招北大、清华、央财的学
生，是要招适合企业的人。如果你能够
展现出足够的能力和素质，企业一定欢
迎你”。

当前大学生就业难，不如说是择业

难。许多学生奔着公务员、国企、世界

500 强去，对最需要人才的中小微企业

不屑一顾，哪怕是技术和薪酬都很有优

势的创业公司在招聘市场也处于弱势。

一家在业内比较领先的金融类创

业公司曾计算过，每年入职的大学生半

年后流失率高达 60%。跟踪调查显示，

流失的学生有一半去了银行做柜员。

然而，当初面试时，他们中很多人曾表

示坚决不做银行柜员。

跳槽不是因为钱没给到位。实际

上，创业公司的薪酬普遍高于成熟企业

或事业单位。以这家公司为例，学生刚

入职月薪就七八千元，公司每年还有最

多 4 次涨薪。去银行做柜员，月薪只有

五六千元。

再深入了解一下，学生舍弃高薪去

银行做柜员，大都是因为来自家庭的压

力：父母们更希望孩子去公认的大企

业，最好是国企，拿一份稳定的工资。

但是，我国九成以上的企业是中小

微企业，在这一波双创风潮中，成立的

创业公司几乎都是小微企业。他们的

人才渴求与大学生，或者说家长的择业

期望就像两片被隔开的湖泊，无法汇成

一股洪流。

客观上看，创业公司不像大公司那

样按部就班，而是“一切皆有可能”，很

难有明确的方向和行事规则。在这个

过程中，新入职的学生经常会感到迷

茫，看不到方向，不能适应的人就会选

择离开。因此，创业公司大多很注重企

业文化建设和团队建设，甚至带火了团

队建设活动产业。

应该看到，很多学生其实能够适应

创业企业，喜欢挑战，喜欢无限可能；有

的学生愿意到基层去，发光发热，从一

线做起。此时，影响他们择业的反而是

家长的就业观。

这一代大学生的父母大都是“60

后”，他们就业的年代还是国家分配工

作，很多人在国企、事业单位待了一辈

子，有的人还经历了当年的下岗潮，对

稳定有一份刻在骨子里的向往，对不确

定性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他们很难接

受孩子选择一个不那么稳定的岗位。

我们不能苛责爱孩子的家长，只希

望他们尊重孩子的选择，同时也希望家

长们明白，新兴企业也是大学生施展才

华的好战场。

新兴企业更愿意对大学生敞开大

门，更愿意培养他们，因为年轻人的未

来会决定这家公司能走多远。白纸一

样的年轻人进入公司后，从一开始就接

受企业文化，熟悉企业流程，打上了企

业的烙印。能留下来并最终成为公司

骨干的人，其忠诚度、稳定性远高于社

会招聘的熟手。一旦他们跟随企业成

长起来，往往会拥有更深的根基，获得

企业的资源支持。

大学生在新兴的创业公司更容易

出成绩。这与当前的产业融合有关。

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很多行业都在

跨界，文化、金融、教育、餐饮、科技面临

新调整。工作经验既是熟手们的优势，

也是他们的劣势，因为他们会不由自主

地带着原有的思维定式。但新来的大

学生由于一开始就处在行业交汇的时

代，思维方式完全跟随产业融合方向，

往往能收获意外惊喜。

大多数有长远规划的公司愿意招

应届生，希望从一张张白纸里面培养出

认同公司文化、符合产业发展的人才。

他们愿意为大学生提供的机遇、薪资也

高于成熟企业，前途和钱途都不错。

多年来，社会一直在呼吁大学生要

改变就业观，到基层去，到小微企业去，

响应号召的学生逐年增多。现在到了

家长的就业观也要改改的时候了。

天津人韩喜全在家里摊的煎饼。 齐 慧摄

左图 一名求职学生正在递交简历。

下图 求职学生正在认真抄录招聘要求。

佘 颖摄

上图 星展银行工作人员给求职学生梁书铭（右）递

上招聘启事。

由于对应聘单位不甚了解，对自身能力缺乏认识，再加上主动性不够，许多

毕业生在求职第一关就困难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