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市民朋友：

由湖南省医学会泌尿外科学专业委员会、湖南省医学会泌尿外科学专业委员会微创学组

与株洲市医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共同主办的“潇湘泌尿腔镜行——湖南株洲站”大型公益

义诊活动将于2022年7月9日在湖南省直中医医院隆重举行，届时湖南省泌尿外科知名专家

及大咖团队将莅临义诊、手术。热烈欢迎各位市民朋友前来咨询就医。

活动时间：2022年7月9日（农历6月11日星期六）8:00-12:00
活动地址：湖南省直中医医院
免费项目：大型义诊、公益手术、免专家手术费

诊疗范围：
●限男女性泌尿系(肾上腺、肾脏、输尿管、膀胱、尿道)相关疾病

●女性泌尿相关的盆底疾病、男性前列腺、生殖系统相关疾病

免费提供泌尿系彩超、前列腺癌筛查、肾功能、尿常规等检查项目
免专家手术费（请提前电话预约，至医院做好相关检查便于专家诊治）

咨询预约电话：
彭娟丽：13874126265 何松：17307336897

欢迎广大朋友前来咨询、相互转告！谢谢！
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注：请携带好既往病历与相关检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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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工大首批“00后”大学生毕业啦
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心里话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肖捷

又是一年毕业季，今年是00 后本科毕业的第一年。
穿上学士服，按下最后一次快门，就要离开校园了。

据教育部统计，2022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首次突破
千万大关，预计有1076万人，规模和增量均创历史新高。
考研、考公、留学、就业、创业……站在人生新的未知路口，
22岁的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看重什么，他们对未来如何打
算？6月22日，记者前往湖南工业大学进行调查采访。

本届湖南工大本科毕业生近七
成是00后

听听他们对株洲的印象

四年前，湖南工业大学首次进入一批
次录取，共录取本科新生 7650 人，其中
68.07%都是“00后”。四年后的今天，他们
正式毕业，奔赴各自的前程。

“我们学院这届本科毕业生超过 90%
是 00 后，他们自我认知更清晰，更有想
法。”湖南工业大学轨道交通学院党委副书
记熊雄告诉记者，为了促进毕业生实现更
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学校方面也做出了相
应的努力。

轨道交通学院加大了与中车、天桥起
重、北汽等知名企业的合作办学力度，邀请
企业专家在 2018 届毕业生大一大二时起
参与课外导师讲座、项目指导、毕业设计指
导，帮助学生了解行业发展新动态、新态势
的同时，也增加了外地学生对株洲的认可
度，更有可能留下来参与本地发展建设。

疫情期间上网课上到睡着，是这届本
科毕业生共同的记忆。四年时间，株洲这座
城市已经给他们留下了最难忘的青春记忆。

口味清淡的温州人叶子图爱上了吃
辣。周群说他喜欢株洲，印象最深的就是
神农湖，和朋友一起散步聊天、写生、坐
船。李兴旺在这里收获了知识，也收获了
爱情。他说，“我对株洲的印象是霏霏的轻
雨，湿润温暖的气候，人却热情直率。干净
清爽随处可见的建宁驿站、四通八达的智
轨，都让我对这个城市充满了好奇。在这
里的生活与学习，没有辜负我的期待，株洲
带给我无数惊喜与乐趣。相信我以后会常
回来看看，去尝尝小巷子里没来得及吃的
美食，在湘江边上多拍两张照片，相信我与
株洲的缘分不会止于这个夏天。”

缘分匪浅，后会有期。

来自温州的 00 后毕业生叶子图已经考研
上岸，即将去广州美术学院读研。

虽然学的是湖南工大的王牌专业之一产品设
计，叶子图最大的爱好却是文学写作，他未来打算
在工作之余尝试严肃文学的创作。父母担心他养
不起自己，为了平衡这个很难赚钱的爱好，他选择
了考研，计划未来从事相对稳定的教育工作。

“我差不多是大一开始准备外语的，在读大
二时就确定了考研目标。”叶子图说，“班里四分
之三的人都想考研，但今年的分数线提高了很
多，太难了，最后只能选择就业。”

也有一部分人不死心。叶子图的班级有33
个同学，除了他考研成功外，还有9个同学打算

“二战”。其中就有他一起备战的好兄弟，他俩
从在杭州接受考前培训起就认识，后来成了同
校同专业同班同寝室的死党，好兄弟今年考中
国美院没成功，已经做好了明年再战的准备。

他说，“同学们大多觉得理想的出路是考
研、考公，其次才是就业。班里很多人找到工作
以后还在后悔，毕竟现在本科文凭已经没有太
大的竞争力了，大家都想重新比一次，往更高的
目标跳一跳。”

跨专业留学，理想高于一切

00后毕业生杨雅涵是个土生土长的株洲妹
子，今年9月，她即将前往英国伦敦艺术大学攻
读研究生。这次她选择的不是本科在湖南工大
就读的包装设计专业，而是跨专业报考“社会创
新和可持续发展设计”这一新学科。

这个被称为“社会设计师”或“公务员”设计
专业的学科，老龄化社会、贫富差距、公共服务、
就业、环境保护、城乡人口流转等社会基本问
题，都是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

“因为家庭教育和自己的一些经历，我发

现，比起艺术设计我对社会问题更感兴趣，所以
选了这个专业，希望可以帮助到一些特殊的社
会群体。”杨雅涵说，“未来这一类专业的需求量
可能会越来越大。”

换个方向掉头就走，杨雅涵的选择干脆利
落，家人也对她的想法表示极大的支持。在她
的观念里，去从事感兴趣并且热爱的工作，比进
大厂，去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生活重要得多。

“未来我大概率会回湖南，希望可以去高校进
行相关研究，或者进入政府部门、社会机构工作。”她说。

案例11

早在读大二时就决定考研案例22

找工作，职业体面重要，还是高薪重要案例33
“我要去比亚迪了。”山东男生李兴旺在毕

业前终于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考研，分数差了一点，向各大游戏公司投简

历，也没能如愿。“参考了学长和家人的意见，决
定转投制造业的公司。”李兴旺觉得与其去裁员

“过冬”的互联网大厂，不如找制造业的岗位更
有机会，上升空间、未来发展更稳定。

李兴旺求职最看重薪资待遇，其次是平
台。“我能接受的最低月薪是5000元，其他同学
有的签了银行，或者去做销售，都是不愿意降薪
的，反正哪里工资高就去哪里。”他的女友是同
班同学，为了以后能继续在一起，正在努力找同

城的工作。两人打算趁年轻拼几年，再跳槽去
别的城市买房，总之不能降低生活品质。

环境设计专业山东籍毕业生周群与李兴旺有
同样的想法，不过他的求职过程要顺利很多。去
年的秋招中，他顺利与中建深圳装饰有限公司签
约，成了包装设计艺术学院第一个找到工作的人。

“年薪 10 万，越多越好。”周群这样说，“深
圳太卷了，有机会也想换到生活成本更低的城
市工作。”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00后们不再拘泥于去
一线城市的“内卷”，更看中环境的宜居、舒适，
更多地考虑到现实发展需要。

▶湖南工大毕业典礼，00后
毕业生合影留念。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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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向晴发现周围的朋友都在谈论股票。于
是，他也心痒难耐，跟着朋友跑到证券公司开通了账户、
进入股市。

“我什么都不懂，不太关注股市，也没有想通过股票
赚大钱。”向晴的心态很好，根据朋友和专家的推荐，随
便选了几只股票。

向晴财运不错，第一次出手就赚了近千元。信心大
增的他，又增加了2万元投入。可是因为行情不好，刚买
入不久就陷入了亏损。

看着别人在赚钱，向晴不甘心，又追加了资金。可
是他没有等来好消息，而是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大股灾。

直到去年，因为家里急需用钱，在家人的劝说下，向
晴才忍痛割肉，退出股市。

“都是朋友说买什么就买什么，没一只赚钱的。从
目前行情来看，幸好当时果断离场，不然亏得更多。”向
晴很后悔踏入股市，即使大牛市来了，也不会再进去。
对自己投资的失败，他分析说，主要是因为没有自己选
股的方法，炒股看别人推荐，今天听朋友说这个股票好，
明天看电视说那个股也好，结果一下就拿了十多只股
票，搞得自己手忙脚乱，最终以失败离场。

“一入股市深似海，从此做了被套人。”不少网友对股市调
侃道。

在这片深似海的股市里，普通人的投资理财，往往会迫切
想要学习并参考一些“专家建议”，甚至有些人因为盲目听从
所谓的“专家建议”去投资，没赚钱不说，还亏了不少。

今天，我们找了几位股民，聊聊他们的投资故事。

苏先生是炒股20多年的老股民，在股市亏了不少钱，但总
是不甘心还是想炒。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炒股作为一种新的投资方式悄然兴
起。即便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股票究竟是什么，只听说炒股能
赚钱，就会跟着朋友、同事往里冲。

当时，苏先生做生意赚了不少钱，希望投入股市能让钱
“生钱”。不是很懂股市的他，为此还做了不少功课。

那时候，没有网络，怎么关注股票信息、买股票？当时的
一本《股市动态分析》杂志深受股民欢迎，苏先生也订了一本，
每期都会认真研究。

另一个关注渠道就是电视。“有一个台每天会滚动播放股
票行情，还会有专家分析、股评节目等。”苏先生每天晚上6点
会守在电视机前，看股评节目，听专家分析、建议，然后在节目
结束的行情播报中寻找自己持有的股票。因为只放一遍，所
以他必须盯紧才能大概知道一天的盈亏。

有一次，在一档股评节目中，专家推荐了几只股票，苏先
生当时判断也觉得不错，就信任他了。后来，还把一套房子卖
掉，投入股市。

“一开始，这只股票确实表现不错，没过多久就开始跌，一
天跌一点。”苏先生回忆，但电视里专家的判断是“不要慌，不
要急，会涨起来。”苏先生又等了等。结果，一个礼拜后突然大
跌，卖房子投入的资金全部亏完。

炒股的这些年，苏先生“买了不少教训”，也总结了一些原
因：一个是有时候专家的预判失误，另一个是自己把握不住时
机，可能这个星期听某个专家说某个股票可以买，想观望观
望，到下个星期买入，就错过了时间窗口。

专家的分析，让我亏掉了一套房子
讲述人：苏先生 60岁 退休人员

2013年，赵静大学毕业两年，是一名不懂股市的小白。
有一次，在听某专家的分享时，专家非常笃定地判断某只

股票“肯定会涨上来”。“专家能说会道，感染力非常强。”赵静
就信了他的判断。

赵静刚参加工作，工资不高，投了7千元。第一周赚了近
1000元，让赵静尝到了“赚钱的甜头”，没想到，从第二周开始
就狂跌，差不多跌了50%。

这个事情已经过去9年，赵静只要想起当时专家说的话，
以及亏掉的钱，还是非常生气。“当时投的那只股票，是我工作
两年的存款。”对一个职场新人来说，赵静是想靠这个改变自
己的生活，为炒股生涯开个好头。

可是，这次投资失败，让当时的她失去了投资的希望。赵
静回忆，当时，学习炒股的劲头也非常强，每天会花时间听专
家分析。如果那时候不听专家的，作为一个投资小白，也许会
见好就收，又或许一开始也不会倾注自己全部的积蓄投资。

事发后，赵静再没有碰过股票。
直到2017年，赵静事业逐渐有了起色，口袋里有了闲钱，

才慢慢开始恢复投资理财。但是相比之前，赵静更加理性了。
“会听专家意见，但不会全信。”赵静坦言，现在有时候也

听专家的分析，但是会选择性、总结性地听，会结合自己的经
验和情况筛选专家传递的信息。

赵静说，一些专家提出的建议并不是经过严谨的分析论
证得出的结论，更像是脱离真实情况的高谈阔论，投资小白的
分辨能力不强，很容易被坑。要想根据“专家建议”投资赚钱，
前提是自己必须要有足够强的分辨力。

买专家推荐的股票跌了50%
9年后她还有心理阴影
讲述人：赵静 33岁 互联网从业者

90后唐艺樟毕业于金融专业，现在在某银行从事投
资理财工作。

由于工作原因，唐艺樟会接触到很多“业内人士”，
如一些基金经理、行业研究专家等。她总是忍不住向他
们打听一些内部消息，想抱上业内人士的“大腿”，能了
解一些有希望涨的股票或基金。

她也会看社交媒体上专家、博主的分享，听一听他
们对一些大行情趋势的分析和判断。

人生如股市，股市如人生。唐艺樟也逃不过股市的
起起落落，自进入股市以来，跌跌涨涨，她的投资亏损超
20%。

股市确实瞬息万变。唐艺樟说，“只跟着专家的建
议投资是绝对不行的，专家的建议只具备参考价值，最
好要形成一套自己的评价体系和逻辑体系，要充分掌握
信息资料和信息源，多番调查综合。”

唐艺樟说，路是自己走出来的，作为一名普通投资
理财者，只能一步一步摸索。如今，她投资会更加谨慎，
先拿一小部分钱试验一下，看对方说的对不对，到底能
不能赚钱，如果效果不错，再加大投入。

抱上业内人士的“大腿”，亏损超20%
讲述人：唐艺樟 30岁 金融从业人员3

“随大流”股民，失败离场
讲述人：向晴 38岁 项目经理4

策划/刘小波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芳

炒股，“专家建议”还靠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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