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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不知不觉，
2019年只剩最后一周时
间了，你是否也在感慨：
日子总是像从指尖流过
的细沙，在不经意间悄然
滑落。一年四季走到最
后才是冬，对很多人来
说，12月末是充满节日
气氛的时光：是准备跨越
新年的日子，也是农历春
节前的倒数。从天气的
角度来看，通常年末的主
题是降温，而今年的情况
有些变化：眼下暖湿气流
占据主导地位，天气舞台
的“主角”是阴雨。

昨天一早起来，窗外
薄雾蒙蒙，天空像蒙了一
层纱，远处的水面若隐若
现，好似仙境一样。看看
天气实况，昨天凌晨低空
湿度大，空气湿度接近饱
和，而且夜晚气温又比较
低，加上风速较小，不利
于扩散，到了早上有了足
够的温差，这些水汽就都
凝结成了小水滴悬浮在
空中形成雾。好在薄雾
很快就消散，白天没有雨
水打扰，中午的时候阳光
还短暂“冒个泡”，体感比
前两日暖和一些。不过，
雨天只是按了暂停键，短
暂休息后还要接着下。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
来看，未来冷暖空气均较
为活跃，天气没有明显改
观，仍多过程性降水，其
中，24-26日锡城将多阴
雨天气，尤其是25日当
天雨量较为明显，外出一
定要带好雨具。下了那
么久的雨，有人开始担
心，会不会重复去年冬天
的持续阴雨天？不用太
担心，因为北方有一股冷

空气正在憋大招，预计
26日北方一股冷空气南
下，当天下午降雨逐渐停
止，27-28日雨水依旧不
扰，到时候能见到久违的
太阳，但不会是万里无云
的大太阳。29日，锡城
还将出现一次降雨天
气。到了元旦，有较强的
冷空气造访，有望一扫阴
霾。

气温方面，有雨水陪
伴的时候，气温不会太
低。目前来看，27日以
前气温变化不大，最低
9℃上下，最高 12℃左
右。受冷空气影响，27日
气温将出现“大跳水”，最
低气温跌至1℃，请大家
注意添衣保暖。冬天进展
到现在，很多人的感觉是
这个今年冬天不太冷！事
实上，近年来每年的冬至
前，无锡的最低气温一般
都会到零下，而今年冬天
除了本月上旬接连而来的
两股冷空气实力较强，其
余时段北方冷空气比较
弱，尤其是中旬，平均气温
较常年偏高。这个冬天到
目前为止，锡城的最低气
温-0.9℃，出现在12月7
日。

眼下已经进入“数
九寒天”，“数九”是从二
十四节气“冬至”逢壬日
开始算起，每九天算一

“九”，依此类推。一直
数到“九九”八十一天，

“九尽桃花开”，天气就暖
和了。总体来看，今年

“一九”的前半段还挺暖
和的，但接下来的冷空气
将加大威力和频次，逐渐
把无锡拉入寒冬的进
程。 （蔡佳）

如今，社会许多声音认
为多数学生为了逃避就业而
踏上考研道路。《2020全国研
究生招生调查报告》显示，学
生选择考研的主要动机是提
高就业和从业的核心竞争
力；其次是完善自身的知识
结构、提高文化层次，相较以
往调查比例有所提升；“想晚
些步入社会”选项则排名第
五，可见很多考生对自我提
升的诉求更加强烈。

都俊彦对于未来的就业
前景已经提前了解过。他认
为研究生毕业后的视野会更

广，有助于高质量就业，“食品
类企业较高层次的工作都要
求研究生学历。读研期间与
企业接触的机会较多，给就业
提供了更多可能。毕业时如
果能力足够优秀，国内外的五
百强企业也会抛出橄榄枝。”

跨考教育学的张玲也对自
己未来的发展方向有明确的思
路，她希望在研究生阶段针对
科学领域的教学理论展开研
究，作为一个研究者的同时走
上初高中的讲台，积累一定的
经验后会向乡村教育发展。

在戴云眼中，无论选择本

科毕业直接踏入社会或是继
续深造，对自己有明确的职
业规划这一点很重要。有一
些学生大一进校前就清楚自
己希望获得哪方面的发展，
开学便加入了学校的职业发
展协会，与一些企业接触提
前得知了他们的用工要求并
提升自己。“实践经历对就业
的帮助很大，不管本科在读
或是研究生在读，利用寒暑
假前往大型企业进行2-3次
的实习，提升自己的专业技
能，都能一定程度上减少就
业压力。” （杨涵）

我市考研人数超1.2万 往届生人数逐年增多

追问考研：不再是盲目之选

昨天早晨，太湖新城尚贤湖畔薄雾蒙蒙。(还月亮 摄)

昨天，无
锡 市 优 秀 摄
影 作 品 展 暨
第 16 届无锡
市 摄 影 艺 术
展 在 市 图 书
馆举行。
（陈大春 摄）

202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已于12月22日下午全部结
束，初试成绩拟定于明年2月15日下午3：00向社会公布。近五年，报考人
数呈不断上涨的趋势，今年全国报考人数为341万人，报录比为4:1，再创历
年新高。本次我市共12057人报考，较去年增长约2000人，增幅达21%。

12月22日下午4点半，
距离考试结束还有半小时，
许多家长就已经在江南大学
考点外等候孩子。陆先生从
苏州送孩子前来考试，“前几
门考完出来，她显得挺轻松
的，感觉还不错。”小陆本科
专业为环境艺术，江大又是
本专业比较好的高校，她便
选择了拼一把。“孩子面对考
试心态都比较好，没有太大
的压力，如果今年没考上她
还想继续，我们也支持。”

如今，选择“二战”或是

在职考研的人越来越多。根
据江南大学研究生院提供的
数据显示，报考者中往届生
人数呈逐年增长态势，2018
年 为 2827 人 ，2019 年 为
3784 人，2020 年增长到了
4773人。相关人士认为，造
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三点：
现有学历无法满足工作上的
需求，研究生就业优势高于
本科，起薪略高于本科生。

“相比初次考研，“二战”考生
已经有过‘实战演习’，复习
时会抓重点、省时高效，目标

和决心也更加明确。”
据江南大学大学生就业

指导中心主任戴云介绍，今
年无锡对于研究生就业的补
贴力度有了提升，包括购房
租房、薪酬补贴等，其他省市
的力度可能更大。此外，大
型企业的用工也会对研究生
有所倾斜，戴云表示：“中小
企业考虑到用工成本或许会
选择本科生，而大型企业开
出的薪酬原本就较高，在本
科生与研究生之间更倾向于
选择学术水平更高的后者。”

根据中国教育在线发布
的《2020全国研究生招生调
查报告》显示，社科类专业的
报考人数远多于工科类专
业。在高校的报考热门专业
中，社科类专业常常占据前
列众多席位，而工科类专业
寥寥无几。

今年1月，江南大学食品
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张玲决定
跨专业考教育学硕士。选择
如今考研较为热门的专业，
并且是理科到文科的跨考，
她直言压力不小。“其实我对
化学和实验室的兴趣不大，
想找一个自己想一辈子从事

的行业。”在张玲眼中，填写
高考志愿时很多人对自己的
未来尚未规划，会在家长和
老师的指导下选择热门专
业。经过大学四年对就业和
兴趣的权衡思考，学生考研
选择的专业会是他们感兴趣
并且较为擅长的领域。“我选
择教育学是经过深思熟虑
的，虽然和教育本专业学生
相比不占优势，但是四年从
事量化研究培养了我的理科
思维，这是我的优势，现在的
教育行业也许正缺少这一类
人。”张玲说。

艺术类专业是江南大学

的优势学科之一，报考人数
较多，报录比大于25:1。“食
品科学与工程”和“轻工技术
与工程”作为江大的两个一
流学科也保持了较高的报录
比。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的
大四学生都俊彦选择了报考
江大的同方向专业。“本科看
学校，研究生看专业。大公
司知道什么学院什么专业培
养出来的学生是优秀的。”都
俊彦坦言，在今年发布的“软
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中，江
大的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排
名世界第一，这让他坚定了
自己留校继续深造的想法。

考研热持续“热”往届生人数增多

盲目选择专业？学生目标明确

逃避就业？多数学生已有个人规划

上半周外出带雨具
下半周要添衣保暖

阴雨冷空气
“承包”年末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