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蹉跎了两天，11月2日晚，周强
还是把国考公务员的60元报名费
交上了。今年是他参加考“公”的第
10年，也是他第14次参加公务员考
试。“再过两年就不能考了，得抓住
最后的机会。”

考“公”难，难于上青天。对周
强而言，与其说他是公考路上的“炮
灰”，不如说他是把公考看作人生的
仪式感。“考不考得上无所谓，证明
我还有追求。”

2011年刚大学毕业的周强经
过层层选拔，进入省内一个地方银

行系统做职员，后被借调至省里，去
年又被提干，工作内容变化不少，唯
一不变的就是参加国考、省考。

周强坦言，除了几次因为出差
未能参加考试，满打满算，10年下来
参加国考和省考的次数有14次，最
好的成绩是2014年国考，报考的国
资委下属的一个职位，总分 63分
多，差了一两分进面试。“往后考试
成绩真是一年不如一年。”

今年国考，他报考的是人社部
离退休干部局综合部一个职位，招
录1人，报考人数有440人，这个数

据放在全国来看，并不算高。“按照
往年惯例，忘记缴费的去掉20%，未
能参加考试的再去掉20%，像我这
样打酱油的再去掉一些，这个岗位
真正PK的差不多也就200人。”

“前几年确实渴望上岸，公务员
稳定薪水也好，但是自己没认真坚
持，考试成绩逐年下滑，现在更没心
劲儿了，现在就是想体验体验，增加
阅历。”周强说，他目前工作薪资待
遇也不错，公务员对他的吸引力不
大了，万一考中了需要一切从头开
始，他还会仔细掂量掂量要不要去。

上班族随大流，10年14次考“公”

国考报名人数首次突破200万
专家：公考热度高，并非好事

10月27日，中央机关及
其直属机构2022年度公务员
招考网上报名和资格审查工
作结束，最终共有212.3万人
通过了资格审查，这个数据比
2020年增加了60多万。

从2008年开始，国考报
名人数正式跨入百万大军行
列，2010年以来，每年国考
报名人数基本稳定在150万
左右，今年首次迈进200万
行列。

200万是否会开启国考
报名新纪元？公考分析师张
娟不敢下定论，但可以肯定的
是，目前考“公”这条路正越来
越挤。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首席记者
付雨涵/文 实习生 郑广伟/图

“公考热度高，并非好事”

毫无疑问，近几年来，随着公
考热度越来越高，竞争也越来越
激烈。“公务员报录比不超过3%，
其竞争的程度已远超高考和研究
生考试，成为国内难度最大的考
试。”郑州航院教授、河南人力资
源开发研究会秘书长孙兆刚说。

“公考热表明我国就业机会分
布还不均衡，社会并没有给求职者
提供多元的选择空间，高考、研考
是学历考试，公考直接面向的是职
业选择，如果求职就业的人挤向企
业，说明企业的活力强，其他则反
之。”孙兆刚说，虽然高知识、高学
历、高端人才聚集在政府口，会提
高政府的执行力、决策的科学性，
但如此高的报名热度，并非好事。
背后折射出许多社会问题，比如：
经济形势影响，企业不能提供足够
多的岗位；社会对技能类岗位的歧
视，导致求职过分注重学历，注重
校名，造成人才浪费；就业信息的
不对称，高校专业学习缺乏深度，
缺乏职业导向……

在孙兆刚看来，要让公务员
报考热降温、中央机关热降温，必
须整体改善我国的就业环境，为
大学毕业生提供更广的就业和发
展机会。

“公考热”由来已久，在报名
人数超百万的14年里，只有2014
年热度稍降，达到14年中报名人
数最低的一年 140 万，但随着政
府简政放权和公务员身上特权光
环的剥离，公考热降温并未成为
趋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
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曾表示，
国考降温是好事，意味着有更多
的人选择去其他行业发展，千军
万马都挤破头去考公务员，这样
的国家是没有未来的。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如果各行各业特别是高技术岗
位都能保障就业者的福利待遇，
让公务员的良好福利在其他行
业也能享受到，甚至比公务员的
更好，那么公考热的现象也将逐
渐淡去。

和周强不同，大多数人的考
“公”路是“艰苦卓绝”“一言难尽”
的。

前年大学毕业的邢丽，工作一
年后也加入到了考“公”族。近一年
半时间里，她放弃和朋友聚餐，放弃
相亲、约会，放弃睡懒觉，全身心投
入备考中。“网上购买了课程，唯一
的放松就是看个电影调节调节。”

至于为什么会选择考“公”，邢
丽坦言，是受到目前工作的不稳定
和不公平待遇影响，“工作没有安全
感，工资也没有安全感。我英语也
不好，除了公务员和事业编，想不出

来别的出路。”邢丽说，她同寝室的4
人，目前都在考公务员，大家会在微
信里相互打气，共享好的课程。

今年国考她报名了税务系统，
千里挑一的岗位，“国考不是我的目
标，国考就练练手找差距，我的目标是
明年的省考。”邢丽说，别人“卧薪尝
胆”四五年才能考上，她也做好了长征
的准备，她相信一切贵在坚持，只要有
方法地坚持下去，肯定能上岸。

当然，这个上岸过程是很痛苦
的，独自一人每天下班后关在屋子
里学习和备考，凌晨五六点起床的
滋味很不好受，心态特别容易崩掉，

“目前无路可走，不成‘公’不罢休。”
其实，像邢丽这样刚毕业的大

学生占公考报名的大头，河南华图
的统计数据显示，以省考为例择业
期内的大学生占比58.5%，上班族
占39.7%。“最近两年，尤其是从去
年疫情开始，公考报名人数确实递
增明显。”河南华图公考分析师张
娟说。

在她看来，公考火爆背后表现
出了当代年轻人积极向上的一面，
同时也有社会就业形势严峻的影
响。“毕竟公务员稳定的收入和后勤
保障机制对求职者吸引不小。”

考“公”队伍，近60%为大学毕业生

□河南广电融媒体记者 王士伟
通讯员 史中涛

根据县委县政府有关工作要求，
为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工作有效衔接，深入落实

“四个不摘”政策，11月1日，扶沟县
副县长、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徐
彩云一行深入柴岗乡丁庄行政村和
商务中心区庞庄行政村对三名帮扶
监测户开展走访慰问工作，倾听群众
呼声与期盼，并现场实地办公，切实

解决存在的急难愁盼问题。
走访过程中，徐彩云同志认真

听取了公安局驻村工作队和村“两
委”关于监测户帮扶工作开展情况
以及监测户基本情况的汇报。每到
一处，徐彩云同志都以拉家常的方
式和他们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们
的家庭成员情况、健康状况、经济来
源、教育、医疗和“一户一策”帮扶计
划落实的情况，为他们送去慰问
品。并实地查看了住房、户容户貌

和周边环境卫生等情况，倾听了他
们当前存在的困难及生产生活方面
的诉求。针对他们提出的实际困
难，现场商讨解决思路与对策。并
随即安排警务保障部门和驻村帮扶
工作队帮忙对其家中的物品进行分
类归置，对其宅院卫生帮忙整理清
扫，进一步改善户容户貌。

徐彩云同志鼓励他们要依靠党
和政府的惠民政策，多想办法，广开
门路，努力改善生活条件。要求县局

对分包的三名监测户，限定时间，保
证质量，完成落实整改措施。同时，
叮嘱乡、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要充分
发挥防返贫监测机制，紧盯特殊困难
群体，及时掌握监测户家庭动态，多
关心关注他们的生产生活，严格落实
低保、医保等社会保障制度和公益岗
等相关惠民政策，加大产业就业帮扶
力度，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最大限
度防范化解返贫致贫风险，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①

扶沟：响应县委县政府号召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河南一应届毕业生在备考国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