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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在你的身边，大概会有

那么一两个 80 后朋友——

毕业多年仍失业在家，对未

来迷茫，不知出路在何方，领

着失业金，和父母同吃同住，

被称为“啃老族”。在他们之

中，有些觉得愧对两老羞于

见人，有些满足现状，有些则

在为未来“充电”。

在杭州上城区小营街道

葵巷社区，就有十多位依靠

父母生活的 80 后“失业”青

年。社区牵头成立了一个职

业生涯规划成长小组，为他

们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帮助

他们解压，找到自己的社会

定位。

年纪轻轻却失业在家，这样的年轻人你身边是不是也有

为16位80后“啃老族”
社区建了个“成长小组”
平和宽容地对待这个群体，他们或许有更积极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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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纪轻轻为啥不愿工作
三个“啃老族”的故事

27 岁的陈岚（化名）虽说已“失业”三年，

却是小组中的“励志”典范。她称现在的“赋

闲”是“充电”，对未来，她有明确的目标。

“我 2009 年大专毕业了，后来专升本又

读了 3 年。”陈岚说，她读的是汉语言文学专

业，“做过三个工作，都是企业的文员。后来

觉得，这些工作，我并不喜欢，一眼就能看到

以后几十年的样子，我不甘心。”

辞职刚开始，她觉得自由，但时间长了，

看到朋友都在上班，“心态很容易不好”，而且

亲戚总会觉得没有正经工作，就是不求上

进。收入也是个问题。

“也是这一年多，我才发现我喜欢烘

焙。”陈岚说，她的打算是未来开个店做烘焙：

“现在，我还属于初学者，不过有目标了，趁现

在还不老，可以去闯一闯。”

30 出头的张林（化名）说，自己在家快十

年了，而职场经历，只有短短几个月。

“我是学厨师的，在饭店

里实习过。不喜欢看人

脸色。”他说，相比职

场，游戏的世界反而

更简单纯粹。“ 我

现在基本上每天

会花八九个小时

打游戏吧。作息

也基本上按照游

戏 的 活 动 来 调

整。”

他觉得，自己现

在的生活不错。“每天能

玩我喜欢的游戏，而且卖游

戏装备可以赚钱，多的时候一个月

三四千，少的时候有两千多，对一个宅男来

说，这些收入也够了。”

“我在家已经十多年了。”王清（化名）说，

大学时，读的是机械专业。

他说，自己的理想是找一个工作，不要那

么累，收入过得去就好。但第一份工，技术

工，蛮苦的，所以辞职了回家。

王清在单亲家庭长大。王妈妈觉得，辛

辛苦苦把儿子养大，希望儿子有出息，现在却

靠着自己两千多的退休金生活。

为16位失业青年
社区设了个“成长小组”

葵巷社区做过一个统计，社区里 80 后

（包括90后）的失业青年有16位。

社区书记张碧薇说，“这些失业青年，不

少人的生活状态很单一，睡觉发呆吃饭娱

乐。有些人也会学习，但他的学习就是自己

看看书，但并不觉得应该还有一个实践的过

程。”

张碧薇发现，这个群体的精神状态很不

好，“和上班族的精气神完全不一样，有些人日

夜颠倒玩游戏，无精打采的，穿着也有点邋

遢”。这个群体中，有个别人家庭经济条件不

错，父母觉得孩子做自己喜欢的就行，大部分

家境普通，领着并不高的退休工资。“但都是独

生子女，从小宝贝到大，也不会太强求孩子。”

社工张红美做的是失业管理工作。有些

人，觉得失业是件很丢人的事，平时把自己关

在家里，很怕邻里知道，来领失业金时，也会

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大热天也会戴着口罩，

签好字拿到钱马上走。有些则安于现状，觉

得不工作也没关系，“赖倒做”，反正好几年都

这样，父母会养着，习惯了。

同为 80 后的张碧薇在大学里读的是应

用心理学，召集了几个有心理咨询师资格证

的社工。“做我们社区力所能及的事情，在心

理上给予他们支持，让他们增加信心，减压，

并在家庭和睦方面努力。”这么一合计，这个

“成长小组”就成立了。

睡觉12小时打游戏11小时
这样的“时间规划”让人吓一跳

课程从10月开始，已经进行了六次。要

召集“失业青年”上课并不容易，很多有抵触，

第一次课，只有 4 个人到场。“有些人不愿意

去面对，有些人说对未来没规划，有的人对我

们不信任。”张碧薇说，社工就一次次上门做

思想工作，说服他们来试听，还好，社区里 80

后社工不少，同龄人交流比较无代沟。慢慢

地，课上有了十个人，大家愿意一起谈心、聊

困惑。

在课上，他们还画了“时间规划饼”，把每

天的时间安排画出来，并进行自评和修正。“睡

觉12小时、吃饭1小时、打游戏11小时。”有些

“饼”看了让人吓一跳。“他们说，原来自己每天

过得那么单调，不画出来根本感觉不到。”

在这里，他们用两个多月的时间思考，写

下了自己的十年规划：“开一家面包店”、“考

财务类证书，有一份稳定工作”、“找一个工资

3000 元以上的工作⋯⋯创业开广告公司”、

“独立，自己生活”。

“虽然现在这个小组活动没有直接促成

某个人找了工作，但大家都愿意去尝试。成

员们从陌生到熟悉，从腼腆不语到自然表

达，从不愿意来心理辅导到主动

询问下次活动时间。大家

都 有 了 变 化 。”张 碧 薇

说 ，六 次 课 算 是 告 一

段落，他们会继续跟

踪每个人在职业规

划上的进展，并关

注 他 们 的 家 庭 情

况，对个体不同的需

要，也会给予个性化

针对性的支持。

没有稳定的工作、处于失业状态。在浙

江大学社会学教授冯钢看来，当下有不少 80

后、90后都遭遇了这样的状况。

“其实这样的状态在国外非常普遍，年轻

人没有稳定的就业，处于一种‘三天打鱼、两

天晒网’的工作状态，看上去无所事事。我们

这些‘老人’有点不习惯这个状态，会替他们

着急。但是他们自己并不觉得这是个值得着

急的状态。其实他们有时候这里赚一点，那

里赚一点，也不是一无所有，生活基本也还可

以进行，也不是完全的‘啃老’。”冯钢说，社区

来关注这个群体，做些心理咨询，调节他们的

心理、生活状态，让他们即便在这样的状态

下，也有向上昂扬的劲头，而不至于颓废下

去。“这是有意义的，但光靠社区肯定不够，很

难做专业。”冯钢说，在国外，有很多非政府组

织，有很多有经验的专业人士来关注年轻的

失业群体。

“当他失业时，工作不稳定时，其实有很

多事情可以去做。”冯钢说，比如他们对画画、

唱歌感兴趣，就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学习，这不

荒废时间，而且精神状态也会比较好，甚至也

可以小额贷款，先“透支”，利用这个空闲时间

出去旅行。“不仅仅是我们现在比较常

见的技术培训。只学习某一门

技术，路太窄了一点。这个社

会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

冯钢觉得，我们的心

态要更平和、宽容，我们

的社会要把这种状态看

成一种“常态”，这样才能

更积极去考虑适应这种

状态的各种方式，社会各

界才能够发挥各自的优势，

找办法来帮助这个群体。

平和宽容地对待这个群体
他们或许有更积极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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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4 位 80

后的“时间规

划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