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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 婧

斜杠青年，指不满足于专一职业生
活方式、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的青年人
群。《中国青年报》一项调查显示，“斜杠
青年”以 80后至 95前人群为主，高学历
者占据主流。

“斜杠青年”的生活有什么不同，为
什么选择这种生活方式？记者找到了这
样一名青年——教师/咖啡玩家/机车少
女，石余凡。

校园里的“万能小石”

石余凡是临海人。90后的她，是一名
高中信息技术学科教师。

在学校里，石余凡专业、冷静。网络
教室、电子白板、智慧黑板、手机无线投
屏等学校信息化教学设备的使用，物理、
化学、生物各类虚拟实验的操作，她样样
精通。

“信息技术学科女老师不多，我读电
子计算机专业时，女生本来就少。毕业
时，我想找专业对口、相对稳定的工作，
教师是不错的选择，那就试一试吧。”

近几年，伴随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
教学领域，每隔几年，学校就会购入一些
新设备，信息技术教师就成了这些设备
的第一批使用者，要先于其他学科教师
熟练地运用它们。

石余凡入职后，除了完成日常的教
学任务，还要维护电教设备、办公设备、
网络设备等，是其他学科老师眼里的“万
能小石”。

“小石，你来我们班看看，这个投影
仪怎么不能用了？”

“小石，帮忙看看，网络怎么连接不
上了？”

……
“尤其是这两年，学校经常有线上教

学，工作量好像增加了不少。”石余凡笑
着说，“以前觉得，我就是个‘电工’。现在
渐渐觉得，我还挺‘万能’的。”

“斜杠”经历是兴趣使然

生活中的石余凡，还是咖啡文化的
骨灰级玩家。

任何长盛不衰的事物都有自己独特
的魅力与底蕴，咖啡也不例外。石余凡表
示，咖啡的萃取和冲煮是非常绝妙的过
程，在水温、水质、研磨程度、冲煮手法
上，都有高要求；而咖啡拉花，也不只是
在奶咖上面点缀个图案而已。

她回忆，第一次接触咖啡拉花，是
在大学校园里的茶水吧——咖啡师的
手像钟摆一样均匀地摆动奶缸，栩栩如
生的天鹅拉花出现在拿铁咖啡上。“我
看见咖啡师拿着杯子晃啊晃的，一晃就
晃出一只天鹅来，当时就觉得，这也太
神奇了吧。”

石余凡认为，拉花是咖啡文化中最
具视觉美感的部分，展现出了咖啡在色、
香、味各方面的独特魅力。“一杯有着漂
亮拉花和绵密口感的拿铁咖啡，的确让
人赏心悦目。”

学习拉花的过程并不简单。“带拉花
的拿铁，需要一份浓缩咖啡的基底和一
份打发带奶泡的牛奶。其中，奶泡的厚度
尤为重要。”

石余凡告诉记者，自己第一次做拉
花，因为奶泡打得太厚，与液面无法顺利
融合，“奶泡拉不动，没有清晰的纹路，最
后一整坨挂在液面上了”。

“打奶泡的时候，要控制蒸汽棒的深
浅，慢慢地插深一点，在奶的旋转过程
中，让新的气体无法进入，从而减少新的
气泡产生，那样奶泡会更细腻，在后期拉
花的过程中，也会更加顺手。”

进行不断的练习后，石余凡可以熟练
地拉出爱心、树叶、推心郁金香、天鹅等基
础拉花图案。“我还在网上学习了很多特
殊图案的拉花，比如动物、云朵……”

工作之余，石余凡会寻找各种街头
咖啡店打卡，和咖啡店店长、主理人交流
学习，尝尝他们新进的咖啡豆，学习他们
的拉花手法。她也热衷于参加各式各样
的咖啡创意展会。对她来说，这是咖啡爱
好者交流思想、品尝风味的盛会，“不仅
可以收获志同道合的朋友，我还可以体
验各个城市咖啡文化的新视角。”

甜酷的机车少女

这次采访约在一家咖啡店，结束后，
她和老板打了声招呼，同记者一起走出
店门。

“你去哪，怎么走？”石余凡径直走
向一辆粉灰色相间的豹纹图样的摩托
车前，拿起头盔，“摩托车是我去年年初
买的，这是新改的配色，是不是看起来
还不错？”

石余凡长着一张娃娃脸，但是个头
高挑，眼前这辆摩托车的锋芒与帅气和
她十分相称，机车少女的“甜酷风”展现
得淋漓尽致。

“女生同样可以享受摩托车带来的
乐趣。”摸着爱车，石余凡告诉记者，最开
始，自己也是朋友带着玩的。

“和朋友一起跑山（指驾驶摩托车跑
山路），经历过大风大雨，还有泥巴路，有
时能见度只有一两米。翻过这座山的时
候，发现有人跟在我后面，提醒我注意安
全，这种感觉太美妙了，这才是一起能玩
的好朋友呀。”石余凡说，日常的工作和
生活一成不变，偶尔换个方式、换种体
验，能收获别样的乐趣。

在她看来，又美又飒是女摩托手的
代名词，在炫酷的摩托头盔下，是一个
个坚毅勇敢、充满热爱和不断挑战自己
极限的“骑士之躯”。“别看我们上车、过
弯的样子又酷又辣，其实摔倒是家常便
饭。在成为一名合格的女摩托手的路
上，背后是一次次受伤失败，才训练出
骑行技术。”

石余凡知道，对于“女骑”，网络上有
很多不好的声音，不自量力、作秀、辣眼
睛、自我感觉良好……“其实，只是大家
的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不同罢了。对我
来说，不为别的，只是想和朋友一起骑
车，一起讨论这个弯怎么压，哪里是入弯
点，哪里是出弯点，姿势怎么做才是正确
的。了解摩托，并享受驾驭摩托的激情与
自由，仅此而已。”

（应采访对象要求，本文采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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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佳丽

就在几天前，qq（网名）在抖音、bilibili（简
称B站）、小红书以及快手的个人账号上传了
同一条视频内容——关于台州粉冲泡奶茶的
分享。截至目前，“粉冲泡奶茶”已在B站上获
得 24.3万的播放量，在另外三个平台共获得
5.19万多的点赞。

qq将几个不同平台的账号，统一命名为“qq
今天吃啥”，目前账号累计粉丝有20多万。进入
她的账号主页，会跳出一系列台州本土的街头
美食分享：嵌糕、炒米面、串串香、梅花糕、蛋包
炊饭、泡虾、麦鼓头……这些充满人间烟火气的
美食，不仅瞬间勾起台州人的童年记忆，也吸引
着全国各地的网友参与讨论和留言。

意外走红，开启自媒体之路

“qq 今天吃啥”账号运营还有另一个姑
娘：小邱。qq负责视频拍摄和剪辑，小邱负责
给qq“打辅助”。两人都是90后椒江人，因为热
爱美食，组成搭档。

“去年 10 月 1 日，我在抖音上发了一条
‘台州梅花糕’的视频。这是我们发布的第一
条美食视频，收获了 11.6 万点赞，播放量有
800多万次。上传前，我们完全没想过会有这
么多人观看，感觉一下子火了。我们意识到，
原来大家喜欢看这些内容。”qq说道。“梅花
糕”的吸引力是出乎她们意料的——除了抖
音，其他平台上“梅花糕”的数据表现也都不
错，如B站上有86.4万的播放量。

第一条视频莫名“走红”，让 qq有些猝不
及防，也给了她做自媒体的方向。“原本我想
过做穿搭博主，结果发现上传自拍照的关注
度，不如美食视频。”qq笑道，热爱+机遇，让她
们拍板决定改做美食分享博主。

不过，与其他追求流量和曝光度的自媒体
不同，两人虽然都将运营账号当作自己的主要
工作，但心态很“佛系”。“我们不追求每日更
新，有时十几天才更新一次。另外，一些商家私
信找我们做乱七八糟的广告，我们也会拒绝。”

对于qq和小邱来说，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是她们选择“自由职业”的初衷。如果纯粹向商
业看齐，意味着她们将重新被套上枷锁。

靠自媒体运营的收益，可以满足她们的
日常开销吗？

qq有些遗憾地表示，目前还不能。因为比
较慎重，她们广告接得不多。除了小红书曾接
过两次广告，以及B站的视频播放收益，暂时
还没有其他收益渠道。

“我们都住在家里，生活成本和生活压力
相对较低。”小邱说，她已习惯自由职业状态，
目前还有服装销售收入作为补充。

分享美食，收获满足感和成就感

一元一根的淀粉肠、两元一个的花朵纸杯
蛋糕、五元一份的蛋包炊饭……通过她们的视
频，网友们仿佛穿越时空，与自己童年记忆里
那些量大、便宜、古早味的街头小吃再次相逢。

“冬至的时候，我们分享了硬擂圆，引起
很多台州网友的共鸣；黄岩宁溪麦鼓头，是我
爸推荐我去的，视频播放量还挺高；嵌糕、泡
虾、乌饭麻糍，这些都是台州特色美食，好吃
又经典。”qq介绍。

作为椒江人，她们的美食探寻之路从椒
黄路三区开始。“我们更喜欢去学校、菜场和
老街附近寻找台州本土特色美食。三区比较
推荐的地点有椒江老城区、黄岩永宁街、路桥
卖芝桥。等疫情过去，我们还会去其他县（市、
区）继续拓展我们的‘美食地图’。”小邱说。

qq是视频拍摄和剪辑的主力。账号上最终
发出的美食视频通常在30秒左右，而这背后，
常常需要花费两到三个小时制作——一般时
间花在视频筛选和剪辑上。qq拍摄和剪辑的工
具都是手机，她会在视频里保留方言对话，再
加一些人工合成音的配音作为补充，不过她很
少加滤镜，更喜欢用真实自然的画面呈现最地
道的台州美食风情。

“前段时间，台州的‘糯叽叽’美食出圈
了，让很多人知道我们台州有这么多好吃的。
其实，我们拍摄视频的目的也是一样的，让不

了 解
台州的人
通过我们的视
频认识台州，也许
还能吸引他们来台
州旅游、品尝美食。
另一方面，在外的台
州人通过视频，也能
寻找慰藉。他们在
视频里听到乡
音，看见熟
悉 的 美
食 ，应
该 会
很 欣
慰
吧。”
小邱
说
道。

美
好与友善
的 情 绪 是
会互相传递的。
分享美食视频的半年
里，她们在不断输出台州接地气的美食文化
的同时，也收获了许多感动和满足。有的店家
看到她们的视频，会感谢她们的分享，还有更
多有感而发的观众会留下大段“小作文”——
这是qq和小邱最喜欢看到的留言。

关于账号的发展，她们都表示，会坚持把
账号运营下去，期待它能被更多人看见，期待
它未来可以成长为有一定影响力的自媒体。
而关于未来的计划，这对“美食最佳拍档”期
待着，疫情能够快点结束，她们想把台州的美
食尝遍，她们还想去更多的城市，与不同地域
的食物在味蕾相逢，“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本文配图由采访对象提供）

分享台州美食，成了她们的工作

本报记者王佳丽

“我喜欢折腾一些新鲜、有趣的内容，所以
自媒体运营很适合我。和我的灵活就业方式不
同，我身边的朋友大多是正常上班，他们更习
惯相对稳定的生活。”美食博主qq说。

她的搭档小邱表示：“虽然是自由职业，但
我之前一直很忙。从2020年开始，我的工作节
奏慢了下来，现在每天留给自己生活和思考的
时间多了，我更喜欢现在的状态。”

要说 qq和小邱很“佛系”，她们比身边许
多同龄人更努力地创造生活和工作的可能性；
要说 qq和小邱很拼，她们又不那么在乎数据
和收益，仍然怀抱着理想主义，在流量的世界
里厮杀。

其实，许多年轻人都像qq和小邱，一边喊
着“躺平”，一边默默努力奋斗。

忙碌工作，畅想美好生活

1996年出生的小蒋，就是一个“又丧气又
努力”的人。

小蒋是一名预算员，毕业后一直在杭州萧
山工作。今年春节后，他回到了台州，重新找了
一份预算员的工作。“预算员就是对建筑工程
进行成本控制。开工前要计算材料、人工、机械
等施工成本，完工后对工程进行复盘，并且审
计。忙起来的时候，真的特别忙，天天都要加
班。”小蒋说。

他告诉记者，回台州的原因有二：一来在
外的生活成本比较高；二来在当地找女朋友的
确不太容易，在家人的要求和催促下，他选择
了回乡。

不过着急的是家人，他的心态一直挺平
稳。“对我来说，工作就只是工作。如果真的可
以选择，我想要毕生从事的职业，大概是农民
吧。”小蒋给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职业梦想”。

和许多年轻人不同，也许是从小在山里、
泥里长大，小蒋对劳作有着极大的兴趣，特别
喜欢乡下的闲居生活。“之前在萧山工作，每逢
节假日，家人让我回家，支撑我回来的动力就
是可以去海边‘赶海’。”小蒋分享，冬天挖笋，
夏天赶海，秋天收橘，在熟悉的世界里做着自
己喜欢的事情，这种付出劳动就能及时得到反
馈的满足感，让小蒋对“退休后当农民”怀抱美
好期待。

跳槽太难，入行需要谨慎

出生于 1995年的李婷婷，目前最大的期
望是考出中级会计证，跳槽回台州。

“我大学学的是酒店管理专业，毕业后在
酒店工作了半年，觉得不适合就离开了。我妈
当了多年的会计，她就推荐我也去做财务工
作，后来我找了一份出纳工作，一干就是四
年。”李婷婷说道。

坦白说，这份工作她不擅长也不喜欢。“这
个行业风险大、工资低，还要精通人际往来。我
性格不算外向，一点也不适合。我想回台州工
作，最近关注招聘信息，看到现在招聘会计都
要求财会专业全日制本科以上，最低要求也要
有中级会计证，这对我也太不友好了。”李婷婷
吐槽。

作为一个非财会专业出身的从业人员，她
在这个赛道里看不到自己的未来，却又不敢轻
易离开这个赛道。“入错行，我真的有点后悔。

但如果不继续做财务工作，我也不知道自己该
去做什么工作了。”

于是，她一边在自己并不喜欢的岗位上继
续考证，一边寻找更好的择业机会。

冲出迷茫，努力始于足下

去年毕业的赵央央，看到今年中国教育部
统计的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076万
人时，感觉自己是逃出“就业大逃杀”的幸存
者，终于找到了一点存在感。

“我在网上看到，智联招聘发布的《2022
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2022届毕业生
的平均期望月薪6295元。这个数值，我目前想
都不敢想，我只希望公司今年能给我涨几百元
工资。”每月只有3000多元工资的赵央央苦笑
着说。

赵央央在一家电商公司上班，虽然离家
近，但她对现在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并不满意。

“我的闺蜜在一家公司做文书，工资和我差不
多。还有个同学在商场工作，她的工作很清闲，
放假时间也比我多。我们平时工资差不多，但
她的年终奖发的是四薪，而我去年年终奖不到
千元。”因此，今年春节过后，赵央央一直在寻
找合适的下家，准备随时跳槽。

“考事业单位和公务员有难度，从商需要资
源和人脉，我好像也没有特别出众的技能……
我感觉有些迷茫，想要拼搏，不知道朝哪个方
向，想要躺平又不甘心，起起伏伏，大概就是那
种‘仰卧起坐式’的心态吧。”赵央央说道。

话虽如此，她已经报名初级会计证考试，
抓紧在空余时间学习。她还计划着，下半年去
考摩托车驾驶证。

职场新人面面观：偶尔丧气，始终努力

编者的话
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新

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
这是我国首次专门就青年群体发

布白皮书。白皮书指出，新时代中国青
年生逢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物质
发展环境更为优越，精神成长空间更为
富足，拥有更高质量的发展条件；教育
机会更加均等，职业选择丰富多元，发
展流动畅通自由，实现人生出彩的舞台
越来越宽阔；享有更全面的保障支持，
成长成才有了更良好的法治环境、更有
力的政策支持、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

温暖的组织关怀。
生活在这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

代的台州青年，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可说？
我们着眼于80后、90后青年群体择业、
消费等热点话题，策划了这组报道。

本期视点，记者记录了几位年轻
职场人的经历。这其中，既有拥有多重
身份和职业、多种工作和生活方式的
“斜杠青年”，也有摸索着从事自媒体
等新兴职业的青年，还有在迷茫困惑
中寻找出路的职场“萌新”……他们的
际遇与选择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坚韧
不拔，昂首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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