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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记者 白田田 陈振海） 1603.9公斤！

10月17日，湖南省衡阳市衡南县清竹村，由“杂交水稻之

父”袁隆平院士专家团队研发的杂交水稻双季亩产继去年

突破1500公斤大关后，再次刷新纪录。

当日，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在衡南县开展 2021

年南方稻区双季亩产1500公斤攻关测产验收，测产专

家组组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华安在现场宣读了结

果。测产结果显示，晚稻平均亩产为 936.1 公斤，加上

今年早稻测产平均亩产667.8公斤，杂交水稻双季亩产

为1603.9公斤。

“同一生态区连续2年双季亩产超过1500公斤，这

意味着袁隆平院士生前提出的攻关目标实现了。”在测

产现场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栽培生理生态室主任

李建武说，在前期持续高温的极端天气下，此次高产结

果来之不易，表明品种的适应性较强，也为下一步推广

打下了良好基础。

据了解，第三代杂交水稻技术被袁隆平院士看作是突

破亩产“天花板”的关键。2019年起，衡南县被选定为第

三代杂交水稻核心示范区，第三代杂交水稻组合“叁优一

号”在示范基地开展高产攻关试验示范。 10月17日，测产组工作人员在测产现场查看水稻生长情况。 ■ 新华社记者 陈振海/摄

当前，青年群体的就业情况及就业意愿在

发生变化，高校和招聘单位应该加强思想引导，

在注重知识技能提升的同时，重视学生尤其是

应届毕业生的职业观教育。

廉思表示，应当倡导“蓄能期”理念，鼓励青

年有效利用未就业空档期，加强学习，实现就业能

力的阶段性赋能。此外，还可提供更多志愿服务

和实地调研、参观访问的机会，加大思想上的引

导，让“尼特族”在待业期多接触社会，多了解社

会，避免形成“负向人格”。

帮助“尼特族”回归职场，社会应健全一套行

之有效的再就业培训体系。现有的培训方式存在

简单粗放、层次不高问题，未能同劳动力市场形成

供求信息反馈体系。在“尼特族”中，主动接受培

训的很少，接受培训后也很难满足市场需求。

为此，应搭建网络就业平台，鼓励各大就业

平台利用“互联网+就业”方式，发掘青年个性特

点，将其优势与用人单位需求进行匹配。廉思认

为，还可通过社区渠道帮助“尼特族”重新走入社

会。“社区可以提供部分以参加工作或劳动为前提

的经费资助和项目帮扶，鼓励他们从事自雇性或

灵活性工作。”

部分从事社区工作的基层干部坦言，“尼特

族”青年虽然表象相似，但他们成为“尼特族”的

原因有很大差异，还需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

精准施策，强化其自身奋斗意识，鼓励家庭对青年

进入社会给予适当推力，让“尼特族”重新融入社

会，成就精彩人生。

1603.9公斤！
袁隆平团队研发的水稻双季亩产破纪录

不就业、不升学、不社交……

“家里蹲”青年如何走出困境？
在当今世界，伴随着失学失业青年数量的增加，“家里蹲”

群体(学界又称“尼特族”)不断壮大，早在20多年前就成为困扰

韩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难题，并有全球性蔓延的趋势。

当前，“尼特族”现象在国内已出现苗头，折射出一些领域社会

矛盾突出、大众心理防御机制不够健全等问题。对于这一苗头性问

题，社会要予以正视，综合施策，帮助“尼特族”激发奋斗精神，回归

职场，融入社会，摘掉“尼特”帽。 ■ 据《半月谈》

有这样一群人，因种种原因不工作，表面看起来，他们

喜欢“宅”在家里，热衷沉浸在虚拟世界；实际上，他们视现

实社会如洪水猛兽，只有窝在家中才能获得一丝安全感。

他们当中甚至不乏中年人……

“家里蹲自救同盟”是一个豆瓣小组，有2万多名小组

成员。该小组介绍指出：“家里蹲”们(“尼特族”)之所以变

得足不出户、沉默寡言，通常是因为社会压力。

何为“尼特族”？目前，学界公认“尼特族”(“NEET”音译

而成，NEET为Not in Education，EmploymentorTraining)泛指

16岁至35岁、不升学、不就业、未在接受培训的青年群体。

“尼特族”几乎没有工作、社交，“焦虑”“痛苦”“失眠”“孤

独”等字眼高频率地出现于他们的精神世界。

心月(化名)毕业于一所普通本科院校，考研二次失败

后开始求职。她曾成功拿到新东方和高途教育的Offer，却

因为没有编制而遭到家里人反对。2020年，她参加公务员

考试，省考以一分之差落榜，国考又在700:1的报录比下出

局。这期间，她被诊断出中度抑郁症，事与愿违地成为一名

“尼特族”。

对外经贸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廉思推算，我

国这一群体规模为500万人至600万人，其中20岁至24岁

的比例最高。廉思指出，他们主要生活在城镇地区，家庭经

济状况普遍较差，却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等原因赋闲

在家，在经济上依赖家庭，“啃老”过活。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吴强曾在

2019年对广东4个县的“尼特族”群体进行调研。他告诉

记者，“尼特族”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对中国养老保险

体系和传统的养老观念产生冲击，对社会而言，更是造成

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引起就业人口的结构失衡，成为社

会治理和国家发展的潜在风险。

“尼特族”背后隐藏社会风险

相较于西方国家的“尼特族”，我国的“尼特

族”呈现两大特点。

首先，就业意愿强烈，体现出主动化的倾

向。吴强说，长久的居家生活令他们中的大部分

人感到焦灼，超过半数的“尼特青年”对当前生

活不满意，希望在1年内实现就业。在失业过渡

期，许多人曾积极寻求再就业、考研、考证等新

出路，体现出一定的自主性和不安于现状的奋斗

精神。

其次，学历层次高知化，属于有发展潜力

的高素质人才。以广东省为例，在 2019 年的

抽样调查中，近63%的“尼特族”接受过高等教

育 (大专、本科、研究生)，初中学历以下人员比

例不到10%。

然而，在高素质、高就业意愿“尼特族”面临就

业难的另一端，是许多企业面临“用工荒”的窘境。

人力资本数据中心中智咨询的《2020年一线蓝领

用工荒情况调研报告》显示，参与调研的企业中，近

七成面临用工荒，13%常年存在用工短缺难题。

“‘尼特族’的产生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劳动

力升级速度快于产业结构升级速度。”廉思说，

当下，我国经济结构正处于战略性调整时期，产

业结构处在转型升级阶段，存在大量劳动密集

型的低附加值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有

待进一步发展。而高校教育培养模式超前，社

会无法提供与现有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相匹配的

就业岗位。

部分受访“尼特族”表示，高校扩招、学历提

升的同时，他们对就业回报的期望值也在提升。

北京一位财会专业毕业的“尼特族”告诉记者，自

己曾在一家小公司工作，因公司知名度不高，待遇

一般，就辞职在家等好机会，结果一等就是五六

年，如今30岁了，不工作逐渐成了习惯。

廉思认为，我国现代化职业教育发展尚不充

分，社会认可度低，在人才筛选和分流方面发挥的

作用有限，也催生了部分“尼特族”。

对抗“内卷”需要助力

内外兼治，帮青年摘掉“尼特”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