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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10 月 24 日 18 时，2025 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入口关闭，报名总人数超 310 万，再创历史新高，最大竞争比为 10665:1。
“考公”的热度连年不减，远离大城市中心的县城体制内岗位成了“香饽饽”：“名校硕博生涌入小县城”“八百多人竞争县城岗位”等话题不

时引发热议，县城里的“考公人”，是“上岸大军”里不可小觑的数目。
但是，有人“上岸”，就一定有人仍在“水里挣扎”。在“考公”这条赛道上，许多县城年轻人的脚步都被困住了。当身边越来越多的同龄人

步入人生的下一程，他们却还停留在原地，等待最终“上岸”的那一刻。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小镇青年选择回乡考公？是继续“闯关”还是寻找别的出路？来听听他们的心声与困惑。

距离12月越来越近，吴丽心中

的时间表也越来越清晰：12 月一

到，她就要搜集来年省考的考试大

纲，之后，按照考试大纲的内容冲

刺复习将近4个月，她就要奔赴考场，

进行又一次的拼搏。

今年 25 岁的吴丽是湘西州龙山

县人，在此之前，她已经经历 3 次

省考，但每一次，她都与上岸失之

交臂。

回想起自己参加省考的经历，吴

丽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两次

考研失败后，她决定找一份稳定的、

离家近方便照顾父母的工作，而考

公上岸成为她不二选择。但在查看

了当年国考的岗位后，吴丽发现，

很多岗位要求应届毕业生，她已经

失去了这个身份。于是，她转头选

择了省考。

“我大学里学的是播音与主持艺

术，但我辅修了法学学位。”时至今

日，吴丽很感激自己在大学时期的

勤奋，“如果以主修专业

报考岗位，我只能

选择‘三不限’

岗位，但以法

学学位报考，

我面临的选

择更多，机

会更多。”

2021 年

底，吴丽开始

全职备考，一应

花销依靠父母的支

援，来年 3月，她参加

了她的第一次省考，但这一次，她

没能够如愿考上自己心仪的岗位。

看着身边不少同学或者一起参加考

试的人纷纷接到了好消息，即使遗

憾，吴丽还是会为他们高兴，“他们

的成功，也鼓舞了我”。

国考成绩出来后，吴丽决定结

束自己的待就业时期，她很快考上了

吉首市一家银行，有了稳定的工作

和收入。但银行工作的压力和对回

到家乡就职的渴望，让她在工作之

余，依旧选择备考。

吴丽并不是全年都在捧着资料

学习，而是等到年底，省考发布考

试大纲，她才开始专门学习。她形

容自己是“冲刺型”备考：到了考试

前几个月，一下班，吴丽在单位解

决完晚餐后，就会赶回自己的出租

屋，这个时候一般是8点左右。随后，

她会拿出自己的题库，一遍遍刷着

真题和模拟题，一直到凌晨，她才

去休息。

吴丽坦言，学习备考的这些方

式，有一些是自己摸索出来的，但

更多的是周围成功上岸的人分享给

自己的。

与全职备考的人不同，吴丽的

大部分时间被工作占据，她也不愿

意因为备考影响到自己的本职工作；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吴丽的大部分

精力被其余事情占据，“我觉得我

的学习能力已经比不上刚毕业的时

候”。

2023 年春天，吴丽又迎来了自

己的第二次省考，这一次，她的成

绩进步明显，但依旧没有达到可以

面试的分数，“我的笔试成绩是报考

岗位的第三名，差 0.1分进入面试”。

拿到成绩后，吴丽并没有气馁，

她收拾好心情，把精力集中到

工作中，等待下半年新一

年的省考通知。

2024 年的省考，

这一次，吴丽收到

了面试通知。她很

兴 奋，认真在网

上学习了各种面试

技巧，还去请教了

朋友们。“我的竞争

对手是一名刚毕业的

大学生，全职备考。”吴

丽记得，对方的笔试成绩比

她好，但在面试中，吴丽运用上了播

音的技巧，考官们很满意。但综合

成绩下来，因为笔试拉开比分太大，

她依旧没能成功上岸。

之后，吴丽又报考了龙山县的事

业编岗位，这一次因为对考试内容

的预估错误，她又以极小的分差排

在第三名，无缘得进面试。

“考到这个时候，已经有点不甘

心的意思了。”吴丽坦言，接下来，

她将继续参加考试，也会从一次次

的考试中吸取失败的教训，争取“下

一次更好”。虽然执着于考公，但在

职备考的吴丽很清醒：“不管成功上

岸与否，在此之前，我都不能耽误

我的本职工作。”

“考了6 年，2025 年是最后一次”

故事 >>

“今年国考要报名了，你

还继续吗？”10 月，李静的

朋友给她转来报名链接，李

静犹豫了许久，还是熟练地

找到官网公告，下载岗位表，

报了名。这是她参考的第6年，

也是她下定决心参与的最后

一次公务员考试。

每次选岗，李静要比许

多人轻松很多，划去需要党

员、应届生、基层工作经验

的，就能筛掉一大批，再权

衡一下报名人数，最终剩下

的往往都是“三不限”的岗位。

“这种岗位的进面分数实在是

高得令人咋舌，动辄 1:1000+

的录报比。”李静感觉，自己

每次参加考试都是充当分母，

给分子当“炮灰”。

李静今年 32 岁，生活在

郴州的一个小县城，考公的

直接目的是改变一家人的生

存境遇——孩子刚出生那两

年，丈夫的门店因为经营不

善倒闭了，全家仅靠公婆的退

休金维持生活。

全职妈妈重新走入社会

的选择并不多，不要求职业

经验的考公考编，不失为重

启职业生涯的优先选择。“更

何况，在家人眼里，公职人

员是‘铁饭碗’，收入稳定。”

于是，李静在网上看了好多

经验帖，买了一整套的网课，

下单了教材和习题，加入了“考

公大军”。

但作为一名妈妈，她只能

在育儿间隙见缝插针地备考。

那段时间，李静每天早上六

点就要起床带孩子，定点准

备辅食，还要陪着孩子学爬、

走路，每天都要拖地、擦拭

家具，时刻得盯着，生怕孩子

磕碰了。直到孩子入睡，她才

筋疲力尽地拿起书，没看几页

就在头昏眼花中睡去。

在这样的状态下，她前两

年的尝试都失败了。第三年，

李静一狠心，花了一万多元报

了县城里一家机构的补习班。

一开始，她不习惯补习班的

“不甘心，每次距离上岸只有两三步”

强制学习，经常趁午休时间

赶回家陪孩子，看着其他人

每天都在全力学习，李静感

到极度不安，手里抱着孩子，

脑子里都是还没背的知识点。

最后，她把年幼的孩子送去了

公公婆婆家里，孩子哭喊了好

几天“要妈妈”，每次公婆打

视频电话来，李静甚至不忍

心接。

与之相对的，是激烈的竞

争环境。有数据显示，2022

年国考报名人数达 202.6 万

人，与 2021年相比增加 51.4

万人，增幅 34%。2023 年国

考报名人数突破 250万，最

大竞争比超5800:1。考公之外，

考编的热度也居高不下，体制

内工作竞争连年创下新高。

六年来，李静进过两次

面试，但分数线也是一路高

涨，考得她越来越没有信心，

“每次进考场，感觉大家都比

我年轻，大多是刚毕业的年

轻人。”李静有些无力，“这么

多年下来，感觉我的记忆力

和体力都在下降，年轻人两

三遍就能背下的内容，我要

反复背十几遍，哪里比得上他

们”。中途几次备考她还求助

过“玄学”：通过算生肖来决

定坐哪个方位，怎样学习效

率高、考运好；穿紫色内裤

去考试，谐音“指定行”……

丈夫在李静多次失败后，

表现出了对她的不满：“这么

多年都没考上，肯定考不上了，

你没那个能力，还不如多花

点心思带孩子。”  

生意失败后，丈夫在一家

装修公司找了份工作，对她直

言：“家里你多分担一些，我

会更专注在工作上。”全职备

考的李静没有理由反驳丈夫，

只能期盼自己有朝一日能“上

岸”。

但如今，李静对自己多年

的坚持产生了怀疑和困惑。回

想起这些年的经历，她觉得

自己像是在不断地经历循环，

学习、考试、失败、带娃……“我

有一种跟社会脱节的感觉，看

着身边的女性朋友们都在进

步，在自己的领域闪闪发光，

只有我还在家庭和考试里原

地打转。”

李静知道，有很多在县

城里的“考公人”都和她一样，

在为了“上岸”的目标努力着，

甚至还有人打算一直考到年龄

“红线”，在此之前绝不放弃。

只是有时候她会想一个问题：

坚持这件事到底有意义吗？人

生的“岸”到底在哪里？

“我想最后再拼一次，失

败了就认了！”

全职妈妈的她

一边上班一边备考的她

在小红书上，有许多和李静一样的宝妈分享自己的备考经历。

吴丽只能在休息时间
在家备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