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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983 年，邹有华接了父亲的班，当上了
教师 ；1984 年 ， 邹有智考进了国企 ；1991
年，邹有信被分配当上小学教师。

老邹家三个儿子在上世纪 80、90 年
代，用不同的方式找到工作。

再后来，有人追赶考公务员、事业单位
的浪潮， 也有人追求理想成了北漂、 深漂
……

接班
1983 年， 仅仅读了初中的邹有华，在

26 岁时候顶替了父亲的教师岗位。对此，家
里当时还在读“大学”的老二邹有智内心颇
为不满。

“老大刚退伍没有工作，还要养两个小
孩不容易， 你现在读大学 (实际是技术学
院)，将来有更好的路子。 ”父亲苦口婆心，
劝邹有智别往心里去。

父亲以身体状况为由提前一年退休 ，
就是为了让邹有华的工作有着落， 家里的
日子好过一点。

顶替，也叫接班。 1956 年 1 月 14 日，原
劳动部发出的 《关于年老体衰职工以其子
女代替工作问题复轻工业部的函》 中首次
提出， 允许职工退休后招收其符合条件的
子女参加工作，即职工退休、退职，子女顶
替参加工作。

这一制度在 1990 年底被彻底废除，邹
有华赶上了工作可子女接班政策的末班
车。

“坐上车”的邹有华文化程度不高 ，又
当上了老师， 表面上的不搭是本质矛盾的
集中表现。 虽然能领上工资，邹有华在学校
却跟不上教学节奏， 很长一段时间适应不
了工作。

老二邹有智 1983 年高考落榜之后考
进了一家技术学院，也就是父亲口中的“大
学”。

1984 年， 在大哥邹有华迷茫的那段时
间，当时 19 岁的邹有智在学校遇上了一家
国有企业的招工考试， 并且顺利通过考试
拿到了就职批准。

“那一年刚定了亲，家里掏了不少钱(条
件困难 )，自己根本无心学习 ，所以学没上
完，就去单位报到了。 ”邹有智通过招工考

试找到了这份月薪 37 元的工作。

分配
1984 年，中国恢复高考第 8 年，廖萍一

边放牛一边学习考上了贵州医学院。 她真
切地体会了“知识改变命运”，当初的放牛
娃如今已是贵阳当地一家医院知名的主任
医师。

毕业后，廖萍和男友通过“统招 ”分配
方式选择到同一个地方就业， 廖萍选择了
医院，男友则分配到了免疫站。

“分配 ”是 1981 年在国务院批转的原
国家计委、教育部、国家人事局《关于改进
1981 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
告》中提出，即对毕业生的分配确定为“在
国家统一计划下，实行‘抽成调剂，分级安
排’的办法”。

实际上，除了地方上的选择，工作的好
坏也是当时许多学生在接受工作分配时面
临的一个大问题。

由于毕业分配单位的好坏关系到每个
学生的前途命运，盼望着分配一个好单位，
是大学毕业生整个家庭的心愿。

什么叫好单位？ 有学者表示：“那时，人
们的理想是‘科学家’、‘工程师’，待业青年
也以‘上班’为首选，实在没有出路才去干
个体或服务业。 ”

1989 年， 邹有华的三弟邹有信高中毕
业考上了当地一家师范学院，3 年学成后通
过定向分配，到了离家 50 公里的镇上当小
学老师，一个月工资 68 元，彼时大哥邹有
华接班父亲的岗位已经 6 年之久， 工资是
新人教师的两倍左右。

与此同时， 邹有信的同学林惠仪以统
招形式，选择了自家镇上的小学入职。

1999 年以后， 邹有信通过自学考上了
大学，“根据当时的要求，小学教师评级、退
休凭职称有学历要求。 ”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是邹
有信和同龄人感受最真切的人生哲理。

分配工作的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
挥了推动人才流动、 协调地区利益的正向
作用，但随着经济体制的改变，这种人才分
配方式的弊端也愈发明显。

1996 年， 大学生毕业分配工作的制度
被正式取消。 但直到 2007 年 4 月，随着西
藏取消大学生毕业分配，延续了 50 多年的
毕业分配制度，终成往事。

此后， 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决心到
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闯荡， 年轻人中
也开始有了“跳槽”。

下海
改革开放之后，除了考试找工作、分配

找工作，还有一批人快速接触到“开放”的
信息，开始了创业之旅，当时称为“下海”。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廖萍的大哥廖健
平听说蜂窝煤生意很挣钱， 就自掏腰包去
城里学了蜂窝煤技术， 在乡下做起了蜂窝
煤生意。

那个时候，很多地方农村的取暖、做饭
主要靠火炉燃烧煤块， 由于煤炭储存和生
产的季节性， 到了夏天就换成了烧柴，“但
柴火得一直加，很麻烦。 ”

廖健平将煤渣、黄土、水和煤块混合 ，
打成蜂窝的形状， 卖到农村， 价格便宜不
说，还方便许多。

“1 块钱一堆的煤渣通过技术加工之后
做成蜂窝煤，价格翻了 10 倍！ ”廖健平因为
蜂窝煤生意成了镇上第一个“万元户”。

“万元户”这个词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
产生， 指存款或者收入在 10000 元以上的
家庭民户。

“万元户”年代的米价每斤 0.14 元，肉
价每斤 0.95 元，走亲戚送礼 2 元左右，压岁
钱 0.1-0.2 元，1 万元代表着财富和身份地
位的象征。

1990 年， 廖萍的二哥廖建军用家里资

助的几千块做起始资金， 干起了肥料供应商。
不过他的生意模式和当时“开门店等人上门买
东西”的模式不同，他是“送货上门”。

当时廖建军的朋友有一辆大卡车，农民只
需要在他店里下了订单，廖建军就可以用卡车
送货上门。 “当时农民买东西都是需要等到赶
集，买了东西还要自己背回去。 ”因此，送货上
门的肥料深得大家的喜爱。

廖建军还有一个商业小秘密，在资金充足
之后，他会在淡季的时候去肥料厂囤货 ，在农
忙的时候卖出去。 本身送货上门就有优势，加
上淡旺季肥料的差价， 廖建军的生意如火如
荼。

生意的成功让廖建军家里的小女儿在 90
年代初就玩上了迪士尼的雪花机，也让家人在
那个年代有条件吃上 100 块钱一颗的抗癌药。

北漂
2010 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 100 万人竞争

1.5 万余岗位 。 邹有智的女儿邹莹莹是参考
大军中的一员 。 那一年她 26 岁 ，第三次参加
公务员考试 ，家里人盼得着急 ，她也考得恼
火 。

在此期间 ， 她同时还报考了县城几家银
行、电视台招聘，只不过，都无疾而终。

“望子成龙最好是当公务员 ，望女成凤最
佳是进事业单位。 ”那几年，在家长的眼中，无
论公务员、事业单位中的哪一个，都代表着一
只“铁饭碗”。

2010 年邹莹莹公务员考试又一次落榜，家
里人对这个已经毕业 3 年、即将“奔三”的女孩
生出了更多的担忧。

“要不再试试隔壁县的教师岗位？ ”教师，
是家人们最后的底线。 当老师，工资低了点，福
利少了点，但起码稳定！ 还有 3 个多月的带薪
休假！

2011 年，邹莹莹一共跑了近 40 场考试，最
终考上了临县一个偏远山区的小学教师的岗
位。 至此，邹莹莹解脱了，家人们也松了一口
气。

2014 年，邹莹莹的表妹吴筱大学毕业，“这
孩子不听话，安排好的路不愿意走，非要出去
活受罪。 ”

父母说的“活受罪”，指的是吴筱放弃了当
地一家知名媒体的记者岗位，非要去深圳 “见
世面”，做一个水土不服的“深漂”。

“我一生下来就在以家为中心的方圆几十
公里转悠，从小学到大学，连最后找工作都在
离家两站公交站的地方。 ”吴筱不知道自己到
底想要什么样的未来，但绝不是父母安排的这
样。

2015 年刚过完年， 吴筱就收拾了行李，和
朋友一起到深圳一家创业公司上班，在这里她
见识到了“996”的工作模式，也真正明白了“站
得更高，看得更远”的道理。

过去 3 年，吴筱在深圳一家报社做过调查
记者， 去过上海一家金融公司做过品牌策划，
现在她是北京一家外企的公关，成为 “北漂 ”。
吴筱目前正在准备明年去香港进修的事情 ，
“算是充实自己， 也算是给这几年一直忙碌的
自己放个假。 ”

1978 年离现在的我们相去甚远，但改革开
放的影响始终如影相随。 从接班、招工考试、分
配工作到自主就业， 年轻人对待工作的态度，
从养家糊口的基本需求演变到对自由、梦想的
追求。

(姚露)

接
班
分
配
北
漂
…
…

中
国
人
﹃
找
工
作
﹄
的
四
十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