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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周日，沈城继续保持晴朗
舒适的天气，最高气温将继续回升
到-2℃附近，西南风2到3级，这样
的天气，出门感觉还是不错的。不
过，气温回升的同时，大气扩散条
件变差了，空气质量不是很理想，
市民外出还是带上口罩。

预计下周冷空气想赶在年底
之前休个假，暖气团则想冲一下业
绩，下周一到周三，气温将一路飙
升。下周一的最高气温，将升到
1℃附近，下周二的最高气温将达
到 4℃上下。需要注意的是，下周
二的西南风风力将达到 4 到 5 级。

天干物燥，市民一定要提高防火意
识。

下周三气温终于冷静下来，最
高气温将回落到 0℃附近，周四的
最高气温将重回 0℃以下，近期气
温波动较大，市民要调整好着装。

辽沈晚报记者 胡月梅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胡月梅
报道 12 月 19 日，沈阳大学 MBA
教育项目十周年庆祝大会暨东北
地区 MBA 培养院校院长论坛举
行。

现场，沈阳大学 MBA 教育案
例教学与案例开发项目揭牌，并为

“MBA 十佳杰出校友”颁奖，同时
授 予 沈 阳 两 家 公 司 沈 阳 大 学
MBA 案例开发与教学基地牌匾。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朱柏玲
报道 12月19日，第十二届中国经
济前瞻论坛·白沙岛论坛在沈抚改
革创新示范区举行。来自全国各
地的专家、企业家等200余人参加
活动。

本次论坛聚焦“十四五”时期
如何探索东北振兴战略的实施路
径，旨在通过对全国及东北经济形
势的分析、政策解读和发展趋势研
判，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参
考。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朱柏玲
报道 日前，首届农商对接“于洪区
优质农产品展洽会”启幕。

相关负责人介绍，展洽会现场
特色农产品琳琅满目，17家农事生

产企业和合作社展示的北虫草、清
水大米、玉米高粱面条、碱地铁皮
西红柿、香水柠檬等产品，吸引了
11家采购商负责人的目光，供需双
方进行了热情对接洽谈。

新闻速递

沈大MBA教育案例教学与开发项目揭牌

于洪区举行首届“优质农产品展洽会”

沈抚示范区举行中国经济前瞻论坛

进入供暖期以来，家住浑南中
路紫提东郡二期的刘先生家里温
度一直不高。

“室温一直没到18摄氏度，前
段时间室外气温高的时候家里也
就十五六摄氏度，最近几天室外降
温，室内气温在14摄氏度左右，根
本待不住人。”刘先生说，供暖期以
来，家中室温一直处于低温状态。

刘先生说，因为室内温度低，
他在家中需要穿厚重的棉服保暖，
在家吃饭也得加快速度，不然几分
钟的工夫饭菜就会冰凉……

昨日下午2时40分，辽沈晚报
记者在刘先生家中看到，刘先生南
卧室与南阳台间用塑料布分隔开
来。

“这是为了保温特意购买的塑

料布，这边有个拉链门可以进出阳
台，平时全部封闭。即便这样，卧
室内的温度还是很低，现在还不到
14摄氏度。”刘先生说。

记者在刘先生家南卧室床头
柜上看到温度计指针指向13摄氏
度与14摄氏度之间的位置。

昨日下午，记者对刘先生反映
家中室温低的问题与负责该小区
供暖的浑南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客
服联系，浑南热力客服表示将对问
题了解后进行回复。

记者又找到小区换热站。换
热站一位工作人员表示，自己并不
了解这位住户家的情况，了解情况
的站长外出。他记下记者电话，表
示等站长回到换热站后给记者回
复。

昨日下午3时左右，浑南热力
工作人员回复记者说，该小区供暖
并无问题，经过向换热站站长了解
情况后得知，刘先生家楼上住户未
供暖，导致楼下的刘先生家室温较
低，对此可以退给刘先生300元钱，
如果刘先生不认可这个解决方式，
那么可以按照供暖相关条例来执
行。

刘先生没有接受供暖公司退
还300元的这个方案，并且表示希
望对方能够让自家温度达标，如果
不达标需要全额退款。

“楼上住不住人和我没关系，
我交了钱室温不达标为啥不能全
额退钱？跟楼上有啥关系？”刘先
生说。

辽沈晚报记者 崔晋涛

家里14℃ 供暖公司为啥只退300元？

下周一到周三气温飙升 最高温4℃

麦可思大数据解读毕业生就业情况

毕业去小微企业的 三年后超一成跳槽
在很多人看来，到大企业工作就像是庞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依据分工干

好自己的活即可；在小微企业往往要身兼数职，把自己磨练成一个“多面手”。
数据显示，2016届本科生毕业半年后在“50人及以下”小微企业当“多面手”，毕

业三年后选择创业的比例为4.5%，高于在“3000人以上”大企业做“螺丝钉”后选择
创业的比例，高出2.9个百分点。

大学毕业生在不同规模企业的就业情况有哪些差异呢？日前,麦可思发布本科
毕业生在不同规模用人单位的就业分析。

2019届本科毕业半年后在“3000人以上”大
企业就业比例为25%，在“50人及以下”小微企
业的就业比例为22%。

小微企业本科毕业生因“收入低”和“发展空
间不够”对工作不满意，分别为72%和59%；大
企业本科毕业生因“加班太多”和“工作环境条件
不好”对工作不满意，分别为37%和31%。

月收入方面，2019届本科生毕业半年后在大
企业的月收入为6099元，小微企业的月收入
4815元相比。

“建筑业”、“金融业”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是2019届本科毕业生所在比例
较高的前三个行业，占比分别为13.5%、12.5%
和8.1%；

“教育业”、“各类专业设计与咨询服务业”和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是在小微企业就业的2019
届本科毕业生所在比例较高的前三个行业，占比
分别为23.1%、10.0%和9.8%

毕业三年后 当年选择去小企业的毕业生跳槽比例更大
麦可思数据显示，本科毕业生在

各规模企业的就业比例近五年比较
稳定，2019届本科毕业生毕业半年后
在“3000 人以上”大企业的就业比例
为25%，在“50人及以下”小微企业的
就业比例为22%。

在大企业就业的 2019 届本科毕
业生，所在企业类型多为“国有企业”
和“民营企业/个体”，占比分别为45%

和37%，在小微企业就业的2019届本
科毕业生，所在企业类型多为“民营
企业/个体”，占比达75%。

不管在大企业做“螺丝钉”还是
在小微企业当“多面手”，也并非“一
选定终身”。进一步对2016届本科生
毕业三年后任职的企业规模进行数
据分析发现，毕业半年后曾在小微企
业就业的群体，11%的毕业三年后跳

到了大企业，47%的毕业生仍在相同
规模的企业；毕业半年后在大企业就
业的群体，6%的毕业生三年后去了小
微企业，63%的毕业生仍在相同规模
的企业。

不过需说明的是，毕业半年和三
年后均在相同规模企业就业，并非三
年间没换过工作，只是他们在这两个
时间段就业的企业规模相同。

大企业就业满意度高于小微企业
麦可思数据显示，2019届本科毕

业生毕业半年后在“3000 人以上”大
企业和“50 人及以下”小微企业的就
业满意度分别为71%、64%。

在小微企业的 2019 届本科毕业
生因“收入低”和“发展空间不够”对
工作不满意的比例，分别为 72%和
59%，分别高出在大企业的毕业生15
个、11个百分点。但在大企业的2019
届本科毕业生因“加班太多”和“工作

环境条件不好”对工作不满意的比例
偏高，分别为37%和31%，分别较小微
企业工作群体高17个、13个百分点。

在月收入方面，企业规模越大，
毕业生的起薪水平越高。具体来看，
2019 届本科生毕业半年后在大企业
的月收入为6099元，与小微企业的月
收入4815元相比，高出1284元。

就业满意度和月收入上的差异，
可能也与企业所在行业类型不同有

关。麦可思数据显示，“建筑业”、“金
融业”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是在大企业就业的2019届本
科毕业生所在比例较高的前三个行
业，占比分别为13.5%、12.5%和8.1%；

“教育业”、“各类专业设计与咨
询服务业”和“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是在小微企业就业的2019届本科毕
业生所在比例较高的前三个行业，占
比分别为23.1%、10.0%和9.8%

“多面手”的创业比例高于“螺丝钉”
另外数据还显示，2016届本科生

毕业半年后在“50人及以下”小微企
业当“多面手”（不含已创业人群），毕
业三年后选择创业的比例为4.5%，在

“3000 人以上”大企业做“螺丝钉”后
选择创业的比例为1.6%，两个比例相
比，前者要高出2.9个百分点。

在不同规模企业工作的经历，或
许会对毕业生中长期职场发展选择

产生一定影响。
例如小微企业员工想要追求更

高的收入，以及有时需身兼多职，担
任职场“多面手”会让一些创业所需
职业素养得到更多锻炼，均有助于他
们创业念头的萌发和行动。

麦可思通过对比发现，2016届毕
业三年后在小微企业工作的本科生
认为“责任约束感”、“环境适应能

力”、“信息获取和选择能力”、“洞察
力”、“策略谋划能力”、“忠诚度认识”
的重要程度，均高于在大企业工作的
毕业生。占比分别为63%、82%、77%、
60%、59%和37%，分别高于大企业工
作毕业生 4 个百分点、2 个百分点、2
个百分点、3个百分点、3个百分点和
3个百分点。

辽沈晚报记者 朱柏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