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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李渊博 文/图

近日，网友“灯光如豆”在洛阳网社区发帖
称，在隋唐城遗址植物园河洛文化庙会上，有
一位残疾人用断臂写书法，引得众游客围
观。此帖一出，网友纷纷跟帖，对这种身残志
坚的精神表示钦佩。

核心提示

□记者 连漪 实习生 张
诗 雨 通讯员 周 旗 /文
首席记者 高山岳 记者
李卫超/图

近日，各类招聘会
让不少求职者应接不
暇。一场招聘会就能让
您逛上半天，如果每场
都逛，不仅求职者非常
劳累，成功率还不高。
找准定位，才能有的放
矢，事半功倍。

昨日，记者在市人才服务中心了解
到，将于24日举行的中高级人才洽谈
会已吸引23家企业、210余名求职者
报名。市人才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举办专场招聘会和中高级人才洽谈会
将成为市人才市场今后工作的重点，今
年上半年他们将举办6场专场招聘会

和5场中高级人才洽谈会。
“求职者能在招聘会上找到工作，

而不是盲目逛会后一无所获，这需要我
们适时组织一些专场招聘会，针对不同
人群、不同工种、不同领域，让求职者有
的放矢。”该负责人称，中高级人才洽谈
会就是一种有针对性的人力资源服务。

近年来，李亚华凭借自己的书
法，常年在外奔波，到过太原、周
口、开封等地，在游客聚集的地方
卖字赚钱。虽然辛苦，但他觉得心
里踏实。

他说，出门在外，得到过不少好
心人的帮助。在湖北时，他遇到一
位好心人。回来后这人给他邮寄了
一支特制的毛笔，笔杆比普通的毛
笔长一倍，用起来很方便，他一直用
到现在。

太原的一位好心人还给他邮寄
了衣服，当时这位好心人打算给他

资金帮助，被他婉言谢绝了。他说：
“吃自己的饭，流自己的汗，自己的
事情自己干。靠天，靠地，靠父母，
不算是好汉。”说完，他指了指旁边
摆的一副字，写的正是这内容。

临近中午，三名女孩子前来求
字，李亚华要她们写下各自的名字
后，作了三首藏头诗赠给她们。
在宣纸上，他分别写了“拼”“搏”

“奋”三个大字，他说：“我这样写，
是要激励她们努力拼搏，不懈奋
斗。”在一旁发微博的程先生说：

“这就是我们洛阳的正能量。”

找工作，盲目逛会不如找准定位
参加专场招聘会，关注洛阳人才网官方微博

断臂写书法
庙会上传递正能量

在一些影视剧中经常能看到这样
的桥段：某公司高级主管想要跳槽，就
会放风出去，自然有猎头公司找上门
来；某公司看中了某人，便会开出诱人
价码，再找猎头公司前去挖人。

在我市，这种猎头服务也在逐步
兴起。

洛阳人才网就建立了中高级人
才库，无论你是否有求职需要，都可
注册为中高级人才库的会员，洛阳
人才网会进行认证。在网上展示

时，只保留学历、职称、工作经验等
内容，个人信息等均会被隐去。如
果有公司看中此人才，需要通过洛
阳人才网约见。

洛阳英才网也推出了此类服务，
招聘企业只需将用人条件给出，便有
专人网罗合适的人才。当然，招聘企
业需支付一定费用。随着近两年对人
才需求的增加，我市个别企业已开始
尝试这种猎头服务，看来，求职者只要
有实力自然有市场。

长期从事人力资源服务的郭先
生说，为了提高招聘成功率，我市人
力资源市场正在探索一种新的招聘
形式。那就是利用微博、微信等提
供招聘信息，使求职者和招聘单位
在网络上完成初步的了解，达成合
作意向。

目前，洛阳人才网官方微博已正
式开通，腾讯微博为@洛阳人才网，新
浪微博为@洛阳人才网官博，市民可关
注微博，第一时间获得招聘信息。

同时，洛阳人才网还推出了视频
远程面试系统，招聘方和求职者无须
到现场即可实现“面对面”沟通。

小陈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了3年
策划工作，河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他
想换份新工作。连着在周王城广场的
综合招聘会上逛了两天，他一无所
获。记者建议他去中高级人才洽谈会
上试试，他却担心自己不够格。

其实，他完全没必要被这个“中高级”
给“唬”住。记者在中高级人才洽谈会的报
名要求上看到，凡具有5年以上工作经验
的大专学历者、有3年以上工作经验的本
科学历者、有1年以上工作经验的研究生

学历者均可报名；对于“高能力”一项，规
定显示：担任过企事业单位中层及中层
以上领导职务，具有中级以上职称，获注
册会计师、注册审计师等执业资格证书
的人，均是此次洽谈会网罗的对象。

同时，在这次洽谈会上多数企业
也给出了诱人的筹码：“行政主管，年
薪8万以上；董事长助理，年薪15万至
40万”“技术工程师：年薪10万至50
万，教授级高工或博士学历者，提供洛
阳市区住房一套……”

● 猎头服务正兴起，有实力就是香饽饽

● 去现场、发微博、发微信，条条大路通罗马

● 从综合到专场，人力资源市场趋完善

● 了解“高”在哪里，方能有的放矢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隋唐城遗
址植物园，在公园西门附近见到了
此人，他正在认真为游客写一副
字。（如图）双臂残缺的他用嘴咬着毛
笔蘸了下墨汁，双臂接过嘴里的毛笔
后，开始挥毫泼墨。几笔过后，宣纸
上一个大大的“福”字写成了。一旁
围观的游客，纷纷赞他有真功夫。

今年 57岁的李亚华，家住伊
滨区庞村镇。断臂写书法，是他经
过30多年的努力练就的真功夫。

22岁时，他不幸烧伤，留下残
缺的双臂。后凭着超乎常人的毅
力，他掌握了用残臂写字的技巧。
这样，他一写就是30多年，靠着卖
字养活自己。

2010年，本报曾对李亚华身残
志坚的事迹进行报道（详见2010
年10月30日A06版），也有许多
好心人帮助他。但他想靠自己养活
家人，他说：“别人帮助我，我非常感
激，但我想用双臂养活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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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臂写书法，30多年练就真功夫

▲ ▲

自力更生，庙会上传递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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