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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彭 洁

2021年过去了。
对职场人而言，回望这一年，在多方面

因素的影响下，各行有各行的酸甜苦辣。这
一年，在自己的就业空间里，有人因工作转
岗，陷入迷茫；有人平稳发展，小有收获；有
人忙忙碌碌，却没有存款……

角色的转换

2021年在成为客户经理之前，张燕晶已
经在某国有商业银行黄岩支行柜员的岗位
上干了7年。在她看来，那是一份裁剪整齐的
工作：当现金区柜员时，上班两天休息一天，
从早上 8点半到下午 4点半，中午不休息；当
非现金柜员时，上五天班休息两天，轮值每
天的午休时间和每个周六。前者负责各类现
金业务的复核、零钞清点、大额现金清点等
工作；后者要完成各类柜台业务，包括各类
对公对私业务的经办，以及当日账务的核
对、结账……

张燕晶自嘲在工作上“没什么雄心壮
志”，也早已习惯了稳定的工作内容。直到去
年 3月，这样的平静被打破了——领导找到
她，“你去试试做客户经理吧”。

“这完全是两份工作。”顶着客户经理
的头衔干了快一年，张燕晶无数次萌生退
缩的念头。

“客户经理相当于银行代销人员，这家
银行的产品，包括所有的代理产品，比如说
我们有十几家合作的保险公司产品，都要去
了解，去销售。”要掌握的内容实在太多了：
五花八门的基金、国债、保险、银行卡。就连
贷款也分很多种类，有经营贷款、住房贷款
等，住房贷款又分一手房和二手房……“文
件资料一堆一堆，越看越心慌”。

除此之外，作为一名合格的客户经理，
与客户对接并为其提供银行服务，是顶重要
的事。张燕晶说，她所在的银行，每位客户经
理名下至少有 500个管户名额（管理客户），
她几乎每天都要给相应的客户打电话，询问
倾听需求，并迅速从脑海中找到银行合适的
产品进行匹配。

慢慢地，张燕晶发现，客户的需求会随
着交流的深入变得越来越多。“比如，一个客
户说想买基金，我就要介绍哪款基金合适，
根据风险收益、持有时间与收益的关系等方
面的不同，基金也分很多种。谈着谈着，可能
会谈到风险更小的国债，又谈到可能收益更
大的股票。有些客户就会犹豫了，客户再思
考，我再介绍……”

除了熟练的业务能力，与客户打交道
时，客户经理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沟通技术。

“每个客户的需求和性格都不同。交流的时
候，我们就要用不同的方式，说不同的话，这
就得要求你头脑里要有东西，才容易和各种
不同的客户找到话题，继续沟通下去。”张燕
晶说，干了快一年，自己还在边实践边摸索，
也不知道能坚持多久，“心太累了”。

至于现在能拿多少工资，张燕晶没有给
出明确回答。只在面对记者在招聘网站上搜
索到的某股份制商业银行给出的“综合柜
员 ：6000- 12000 元/月 ，公 司 客 户 经 理 ：
10000-20000元/月”的薪资时，她回答，“我们
没有这么多，差很多”。

收获与成长

2021年，在台州一家外贸公司工作的王
伟龙，年收入达到 18万元左右，比前两年涨
了四五万元。

2014年英语专业本科毕业后，王伟龙一
直在外贸公司工作，“我觉得外贸相对来说

简单一点，只要产品好、服务好，能让客户赚
钱，生意就做得起来。”前后换了几家销售不
同产品的外贸公司后，2016年，他加入一家
以防盗摄像头为主要产品的工贸一体的外
贸公司。

回想这一年，除了涨薪的快乐，王伟龙
也坦言，工作很苦很累，压力很大，“很多人
以为，只要英语水平好，外贸就能做得好。但
想做好外贸业务，要掌握的事务很多”。

这是一份繁琐而细致的工作。作为外贸
公司的业务员，王伟龙主要负责公司外贸业
务的协调管理。在充分了解产品和市场的前
提下，他还要开拓国际市场，了解、搜集市场
信息，开发新客户，并跟他们建立业务，“出
差和加班，就跟吃饭一样平常”。去年出差最
多的一个月，王伟龙去了四个省份、七八座
城市，几乎天天都在外面。“工作忙，还要对
疫情提心吊胆，就怕突然被隔离。”仅仅一个
月，他瘦了4公斤。

与国外的老客户保持联系，解答他们的
业务问题等日常维护，也是王伟龙的一项十
分重要的工作。与内贸业务员不同，在面对
外国客户时，外贸业务员多半以电子邮件的
形式进行沟通联系，涉及的语言也是多元化
的，以英文为主，其他小语种为辅。这对王伟
龙的外语储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只要一
有时间，我就会利用手机上学习英语的APP，
背一些专业术语单词”。在刚刚过去的这一

年，他还开始学习简单的阿拉伯语。
面对未知的 2022年，王伟龙满是憧憬，

“外贸这个行业，选对平台和产品，只要自
己够努力、愿意学，提升的空间跟收入还是
很可观的。”他骄傲地说，“形势好的话，明
年我的年薪可能还会上涨，主要取决于业
绩达标率”。

存不下来钱

22岁的周珊珊已经有 3年的工作经验，
这些经验都围绕着一个关键词：服务员，工
作地点涉及小餐馆、便利店、大酒店、饭店。
2021年，她的大半时间都是在椒江康平路一
家饭店做服务员。

“每天的工作很无聊”，“无聊”这个词，
被周珊珊反复提及。

上午 9点上班，下午 1点半下班；下午 4
点上班，晚上9点半下班。这是她一天的工作
时间，每个月两天的调休，多半会被她用来
睡觉。

忙碌的一天，从早上到饭店打扫卫生开
始。扫地、拖地、摆放桌椅、摆好餐具、给每个
热水壶灌满开水……10点半左右，她和其他
服务员一起开始站岗，迎接陆续进店的客
人，“您好，欢迎光临”“请问几位”“请问有预
订吗”“这边请”，周珊珊说着熟练的话，将一

拨拨客人迎到位子上。紧接着，倒水、上菜、
打饭……身体在忙碌中迅速疲惫，特别是一
个人照顾几个桌子的客人时，疲惫会来得更
快。“慢走，下次再来”“请带好随身物品”，客
人走后，开始收拾桌面，打扫地面。

在饭店附近的小区，周珊珊以每月 450
元的价格租了一间小房子。下午下班后，她
会直接去出租房睡一会儿。4点到店，她通常
会在 4点半之前，用 10分钟吃完员工餐。之
后，再重复上午的工作，直到晚上 9点。轮值
的员工，则要等到所有客人走完才能下班，
这个频率大概是10天一次。

“每天都腰酸背疼腿抽筋。”周珊珊哈哈
一笑，表情又认真起来，“不是夸张的，因为
工作时都不能坐，更不能玩手机”。

忙着忙着，2021年就这么过去了。饭店
老板答应她，如果 2022年她还在这里干，就
把月工资从 3800元上调到 4000元，外加每
月多一天休息日。对此，周珊珊“比较满意”。

但她又觉得，自己不想当服务员了。年
轻的姑娘说：“又忙又累，一年到头也存不下
来钱”。她掰着手指头算，“房租、饭钱、买衣
服、买化妆品、买零食，偶尔出去玩一下，就
没啦”。

“一年时光，很是美好，然而没有钱，也
是倒霉。”2021年 12月 25日，周珊珊发了这
么一条朋友圈。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张燕晶为化名）

这一年，工作的酸甜苦辣

本报记者单露娟

2021年，对于众多创业者来说，是不平
凡的一年。受疫情影响，许多行业遭到重创。
不过，也有创业者抓住了疫情带来的机遇，
开启一个崭新的局面。

近日，记者采访了两位创业者。从他们
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创业者的勤劳与激
情，面对困难的不屈和勇气，还有对未来的
憧憬与向往。

一

2000 年出生的唐大龙，是台州学院机
械电子工程专业的大三学生，同时，也是

山海映像摄影工作室的负责人。2020 年
11 月，喜欢摄影的他在老师和学长的鼓
励下创业。

“高中的时候，我在学校记者团接触到
摄影，然后就喜欢上了。高中毕业的暑假，我
特别去培训机构报班学习，还低收费甚至免
费去实习。”唐大龙说，来到台州上大学后，
他从学长那里得知，台州市场比较缺这一方
面的人才，便考虑创业。

不过，作为一个普通的学生，他也只是
在心中想想，并不敢真的迈出那一步。直到
学校创业园的老师了解到唐大龙的才能，鼓
励他去创业，他才真正行动起来。

2020年 9月，唐大龙找到几个志同道合
的同学准备创业事宜。“一开始，我们商量好
每人出3万元钱买设备。”作为一个没有经济

来源的普通学生，唐大龙东拼西凑才借齐了
这些钱。

设备买好后，他们没有马上成立工作
室，“我们担心自己技术不够，出去没有竞
争力，就用了几个月打磨技术。学校没有针
对这块的教学，我们只能去网上学习，每周
五去图书馆交流脚本、后期、运镜，周末再
出去实拍。”

这一群年轻人做了很多功课，终于在
2020年11月成立工作室。

万事开头难。一个新成立的工作室，没
有知名度，想要订单就只能去努力争取。唐
大龙想到去找婚庆公司、婚纱店谈合作。“那
时候我才大二，又比较内向，第一次和婚庆
公司的人谈合作，我连话都说不清楚，对方
给出的价格也十分低。”但对于当时的他来
说，除了接受，别无选择。

唐大龙记得，第一单是去上虞做婚礼跟
拍。“头一天晚上，我们坐动车来到上虞，那
晚还紧张得睡不着觉。”他坐在酒店的桌子
前，将所有的拍摄工具拿出来，摆在桌子上
检查，生怕第二天出一点意外。

好在，这场跟拍有惊无险地完成了。
有了第一次的尝试，之后的唐大龙就淡

定了许多。
接的单子多了，他的工作室也有了一定

的知名度，“后来的单子，我们就通过熟人推
荐接”。

慢慢地，除去日常费用，工作室开始
盈利。

“大家都是学生，没有其他经济来源。
2021年，我们每个月都会拿出一部分营业额
给大家分红，留一部分买设备。”唐大龙说，
拿到分红后，自己就用来还创业时跟朋友借
来的钱。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虽然疫情
有点影响生意，但台州婚庆市场对摄影师需
求量大，我们几乎每周都有单子”。

到了9月，情况发生变化，“就很突然，那

一个月单子变少了，还持续了一段时间。”唐
大龙很着急，但找不到原因。

无奈之下，他找到学校的创业导师寻求
帮助，“跟导师聊了很久，我们觉得最大的问
题还是在人员管理上。因为都是学生，大家
平时都有课，有时候接了单子谁有事情就会
临时退出，导致工作开展难度加大。另外，大
家都是以合伙人身份加入，就缺少一个有话
语权的人。”

找到问题后，唐大龙马上召集伙伴们开
会，并通过投票，由唐大龙任主要负责人。

也是在那时，唐大龙发现，光做婚庆生
意还不够，要再跟进其他种类的订单。在创
业导师的帮助下，唐大龙对接上房地产公
司，拍摄剪辑宣传片。

“现在，工作室运营比较规范，营业额也
还可以。”唐大龙说，自己已经将所有外债还
清，还拿余下的钱买了一辆二手汽车代步。

对于2022年，唐大龙已经有了明确的规
划，“我打算将工作室交给合伙人管理，自己
去外面培训，提升技术”。

在唐大龙看来，现在的工作模式虽有盈
利，但跟自己的创业初衷还有差距，“每一次
拍摄，手法、模式都是雷同。我担心继续这样
下去，会失去创业的激情”。

这是唐大龙最不想看到的，“我是因为
热爱才走上创业这条路，我想要长久地走下
去。”他说，自己最想从事专业的影视广告制
作，“但是我的技术还差很远，我会不断学
习，向目标靠近”。

二

2021年是临海人周吉安在义乌创业的
第12个年头。

2009 年，在亲戚的带领下，他在义乌
国际商贸城市场租下一个摊位，开始创业
之旅。

周吉安做的是工艺品生意。他还记得一
开始的艰辛，“那时候没有钱买车，送货都是
我自己坐公交车去的。夏天太阳毒辣，我一
个人拉着几百斤的货去坐公交车，衣服都被
汗水浸透了”。因为货物占面积，公交车司机
也经常嘀嘀咕咕表示不满，但为了省钱，他
只能忍耐。

创业第一年，周吉安的银行欠款有几十
万元。第二年，在他和妻子的努力下，店铺积
累了一定的客户。第三年，店铺慢慢盈利。第
四年，他将银行欠款全部还清。

周吉安的生意，也越做越顺了，“我们的
工艺品一部分销往国内，还有一部分销往国
外。以前，外国商贩会来这里批发，我们也会
和外贸公司合作，他们接单我们出货。跨境
电商发展起来后，我也开始在网上和外国人
做生意”。

2020年，一场疫情让义乌国际商贸城陷
入困境。周吉安的生意也受到了很大的影
响，“那段时间，整个商贸城冷冷清清，大家
都干坐着没事情做”。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周吉安跟自己
说。“疫情阻挡外商进来，我就通过跨境电
商把货物卖出去”。之前，周吉安联系的国
外市场比较固定，2021 年又新开几个市场
推销货物。

“和新客户做生意，最重要的是建立信
任。有一次，我们的货物出了点小问题，已经
装箱运出，我们还是让对方把货物退了回
来。”周吉安说。正因如此，客户们对他家的
货物都比较认可。

2021 年 底 ，周 吉 安 和 妻 子 对 全 年 营
业情况进行了盘点。他惊喜地发现，即使
受到了疫情的影响，这一年的利润仍十
分可观。

“我准备注册一家公司，再购置一处
厂 房 。以 后 ，我 们 的 货 物 就 可 以 自 己 生
产，不用放在其他工厂加工。”周吉安开
心地表示。

创业者的幸福感

台州市人才市场举办的“2211工程”企业专场招聘会（摄于2020年）。 杨 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