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下2020.9.11 星期五
责编 家惠 ｜ 版式 小宗 ｜ 校对 阮奇鑫 A11

一道用大铁锅装的小鸡炖蘑
菇、一道用直径近40厘米盘子装
的红烧鲤鱼、一盘堆积如小山的花
卷……在长春市文化广场附近一
家东北菜餐馆包间里，一桌十人正
在聚餐，桌上摆放了十五六道菜。

等客人离开时，桌上剩下了六
七个花卷、半条鱼、两个鸡腿，没有
人打包，都被服务员倒进了垃圾
桶。

在“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东
北，特色菜以油炸、炖菜等为主。
吉林省饭店餐饮烹饪协会会长生
明宇说，相较于用小碟、小盘、小碗
装的南方菜，东北菜的大盆猪肉炖
粉条、大锅装“一锅出”等，更实惠。

记者近日在黑龙江巴彦县兴
隆镇一家饭店看到，四名客人用餐
后刚离开，桌上的米饭和汤都是用
脸盆大小的铝盆盛装，有的菜盘子
甚至和家用的锅一样大，桌上剩下
的饭菜足够四个人再吃一顿。

前不久从广东来吉林旅游的
张文奇体验了锅包肉、铁锅炖鱼等
东北特色菜，喜爱的同时他忍不住
吐槽：“菜码太大了！想多品尝几
种菜，结果剩下很多。出门在外也
不方便打包。”

在采访中，很多消费者表示，
东北菜盘子大、菜量足，但出去吃
饭又不能只点一两个菜，尤其很多
时候都是请客、聚餐，很容易浪费。

“回国就业，一片茫然。”2017
年12月，留学英国的张念攻读完
硕士学位，拿到了毕业证。2018
年初，她选择回国就业。

回到北京后，急需找一份工作
的她发现，自己没有实习经历，对
国内的求职市场、求职渠道和流程
都不了解，“甚至不知道企业的招
聘信息在哪儿看，也不太会在网上
投递简历。”眼看着春招时间匆匆
流走，她只想尽快找一份工作，先
解决“端起饭碗的问题”。

与“单打独斗”的张念不同，一
些留学生选择购买求职服务产品，
希望以此能顺利在国内找到心仪
的工作。

瞄准求职市场、特别是海外留
学生的求职需求，一些企业推出了
付费求职产品，提供职业规划、求

职培训、技能提升等服务，声称能
帮助毕业生拿到证券、地产、外资
投行等等“钱景”较好的企业OF-
FER。

“我们的岗位服务以商科居多，
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专业的职
业咨询顾问会与您联系。”在多家求
职服务机构的网页，记者注意到，首
页均会弹出对话框，提醒浏览者继
续咨询客服。有客服表示，需要咨
询者提供毕业院校、专业以及毕业
时间，以匹配合适的企业。

一份服务，价格不菲。在一家
机构的报价单上，包括1对1导师
服务、多岗位实习推荐、多轮面试
辅导的实习产品服务的价格为
1.28万元，全职服务产品的价格为
1.98万元，花费5.28万元可以购买
实习与全职服务产品。

“脸盆”装主食“铁锅”装菜

东北“大盘”缘何难“瘦身”？
花数万元购买求职服务，
靠谱吗？

大铁锅装小鸡炖蘑菇、猪肉炖粉条，脸盆大小的铝
盆盛装堆积如小山的主食……在东北，有很多以“大盘
菜”“大锅炖”为特色的餐馆。记者在吉林、黑龙江、辽宁
三省走访发现，以“量大实惠”为招牌的东北菜在不少地
方很受欢迎，但也存在剩菜多、浪费多的现象。

大铁锅盛炖菜、大铝盆装主食

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一些
东北“大盘”开始“瘦身”适应新需
求，但更多的东北菜馆依然“大”行
其道。

生明宇介绍，“吉菜”推广小份
菜已有十多年时间。辽宁省商务
厅组织多部门联合发布倡议书，提
倡以“半份半价”“小份适价”等方
式，落实“光盘行动”。

不少饭店响应号召为“大盘瘦
身”。午餐时间，在长春一家名为
砂唐居的饭店，桌上摆放着用小盘
盛放的五花肉酸菜、丸子豆腐等东
北菜。客人用餐结束后，菜盘里仅
剩一点汤汁。

“东北大锅炖也可以用精致的
小盘装。”饭店老板孙瑞说，保留了
东北菜特色的同时做到不浪费，还
能让顾客多品尝几道菜。

在长春另一家高端的东北融
合餐厅，顾客就餐时可选择分餐服
务，即便是大锅炖菜，厨师也可以

将菜品分装在小盘子，便于客人就
餐。

但记者走访东北很多地方观
察发现，“大盘”依旧是一些东北菜
馆的卖点，大多以量大、实惠为招
牌。

一些餐饮界人士表示，大盘菜
体现出的丰盛是其受欢迎的原因
之一，不少人的消费观念还停留在
用高高堆起的肉块来彰显好客的
阶段。

此外，“大盘菜”的浪费还体现
在很多人“吃不了也不愿兜着
走”。“现在追求健康，大家也不愿
意再吃剩菜了。”不少客人告诉记
者。

在盘锦工作的河南人卢月田
说，一份东北菜的量至少比老家菜
多三成，想要吃得丰富一些，就会
剩下不少。“虽然菜量大，但价格也
不算贵，一般吃不完也懒得打包
了。”

有的开始“瘦身”，有的依然“大”行其道

多环节入手，让“大盘菜”不浪费

民俗专家、吉林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组组长曹保
明说，过去东北农村每家都有一
口大锅，多做一些菜，既能节省柴
火，还能多吃几顿——特色菜“一
锅出”就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产生
的。

一些专家表示，随着生活条件
改善，老百姓的饮食习惯也在发生
变化，东北饮食文化和习惯也应顺
应潮流而变。

餐饮界人士建议，厉行节约已
经形成风尚，应从多环节入手，让

“大盘菜”不浪费。生明宇认为，首
先要加大力度鼓励餐饮企业推出
半份菜、分餐制等。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餐饮机构
应加强精细化管理。“过去东北菜

油大，给人感觉‘傻大黑粗’，如今
东北菜在不断改良，大锅菜都是粗
菜细做，细菜精做。”长春市饭店餐
饮烹饪协会会长夏金龙说。

多位专家提出，要加大宣传，
让东北百姓转变观念——热情和
真诚是精神的交流，不一定要通过
多点菜来表达，让吃多少、点多少
成为习惯，剩菜打包也不是没有面
子的行为。

记者发现，在一些地方，“吃不
了兜着走”已成为新风尚。近日，
黑龙江省文明办联合餐饮烹饪行
业协会、饭店协会，发出拒绝餐饮
浪费的倡议，邀请厨师为市民视频
讲解如何在家中把“打包剩菜”做
出新花样，受到市民的欢迎。

（据新华社）

就业压力不减、招聘信息繁多……一些人瞄准求职者“花钱
买省心”的心理，推出了付费求职培训产品。记者调查发现，一些
求职服务机构在推销时往往夸大其词，诱导迫切希望获得工作的
毕业生签订合同。一旦产生纠纷，维权耗时费力。业内人士认
为，求职者要提升自己的能力，而不能被一些机构忽悠了。

价格不菲的求职服务

“名企OFFER护航”“简历直
达名企HR”“内推和直聘机会”

“岗位推优”，很多求职服务机构网
站打出了颇具吸引力的标语，让不
少求职者暗暗心动。

“咨询了求职机构，开口就要
3.8万元”“校招面试辅导，交2万
元值得吗”“远程审计实习保OF-
FER靠谱吗”，在社交平台，有不
少大学生表示，确实有提升求职技
巧、寻求实习和就业机会的需要，
希望找到“靠谱”的服务机构，但又
担心花钱买不到效果。

有消费者投诉，虽然一些机构
在销售环节将培训效果描述得非
常美好，但付费服务与获得工作之
间没有必然联系。

“合同约定是保OFFER，结
果投递简历完全石沉大海。”有消
费者表示，在一家求职服务机构交

了2.98万元后，机构只是帮助修
改了简历、做了投递指导，自己并
没有通过机构找到工作，“投诉也
不了了之”。

除了“保OFFER”外，内推和
直聘的机会也是毕业生迫切想获
得的。有业内人士指出，付费内推
的“水很深”。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求职服务
机构在推销时往往夸大其词，诱导
迫切希望获得工作的毕业生签订
合同。一旦产生纠纷，维权耗时费
力，有毕业生称，“在找工作的时
候，耽误不起时间，没有精力与培
训机构纠缠。”

“给你发OFFER是企业，不
是服务机构。”业内人士指出，就业
服务机构贩卖的是焦虑，倒卖的实
际上是信息差，培训的效果更是因
人而异。

购买付费服务≠保证获得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副研究员、社会法室副主任王天玉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包括留学
生在内的大学毕业生在与就业服
务机构签订合同前，一定要慎之又
慎。如果机构提供了职业中介服
务，要了解其是否有正规资质。对
于培训时间、服务的具体内容等事
项，双方要有明确的约定。”

如果就业服务机构涉嫌虚假
宣传，求职者可以向法院起诉，追
究其违约责任，维护自身民事权
益。此外，情节严重涉嫌欺诈的，
应由行政管理部门介入。

有业内人士认为，就业服务机

构有其存在的价值，也有适用人
群，不能一概而论机构“无用”，也
不能完全寄希望于机构提供的服
务。求职者不能过于依赖“保姆
式”“一站式”求职服务，“还是要提
升自己的能力，求职归根到底还是
毕业生自己的事。”

“应该让就业服务回归原本的
价值，让第三方机构规范、有效地
发挥作用。”王天玉认为，对于就业
服务市场中出现的明显、典型违法
行为，相关部门要及时查处；市场
管理机构应设立通畅的投诉渠道，
让毕业生尽可能便捷地维护自身
权益。 （工人日报）

就业服务市场有待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