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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繁华都市的地下脉络中，地铁

如同一部永不停歇的时光机，

承载着人们的喜怒哀乐与希望梦想。

不久前，这里悄悄发生了一些变化，带

来变化的主角，是那些勇敢地在地铁站

展示自我的年轻人。

地铁，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

对于城市打工者而言，更是生活中习以

为常的一部分。在地铁站，无论是风头

无两的行业，还是备受追捧的产品，亦

或是热度爆棚的流行梗，总能在地铁广

告的世界里寻到蛛丝马迹。

一些年轻人，开始在地铁站给自己

打广告求职。不少网友调侃：“天选‘E

人’屏！”“人才啊！简历曝光度大大提

高。”“不用耗尽心思海投，HR 主动联系

我的感觉太爽了！”

与其说是求职，不如说这是另一种

自我尝试与突破，更是社会多元化与包

容性的体现。在工作“内卷”具象化的

地铁通勤路上，越来越多年轻人渴望通

过“花式整活儿”，释放压力与情感，主

动为自己争取更多机会和可能。

“我勇敢地给自己打广告了”

“那一刻，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不

知道等待我的会是什么。”

5 月 10 日上午，正值上班早高峰，

丁子明来到离家不远的一座地铁站，

并不是为了通勤，而是要瞧瞧自己投

放的个人广告牌，那也是一份特殊的

求职简历。

尺寸约为 3 米×1.5 米的灯箱顶部

印着两行字：

我摊牌了，不装了：我是来求职的！

我勇敢地给自己打广告了，而你勇

敢地招我了吗？

在这两行文字下方，左侧配有大幅

半身照，面部被“风华正茂择业期，扫码

加微定乾坤”两行字遮挡。右侧是工作

经历和微信二维码，还有几句自荐：

了解我，发现我，一位个性鲜明的

90后。

这之后的几天，丁子明每天都会来

到地铁站，躲在灯箱不远处的角落，默

默观察过往人群的反应，“有人匆匆路

过，有人停下来细看，还有人瞟了一眼

后，又回过头来拍照”。

他在地铁站投求职广告的想法，来

自一次偶然。4 月 17 日，朋友给正在求

职的丁子明转来一条新闻链接，新闻中

那 句“ 请 扫 码 ，了 解 我‘ 飘 零 的 前 半

生’”，立刻吸引了他的注意。

向瑶函是这则新闻的主人公，也是

此后鼓励丁子明作出尝试的人。4月 13

日这天，在广州地铁珠江新城站 B1 出

口，向瑶函的照片出现在一块醒目的广

告屏幕上。“大家找工作和找对象都不

容易”，广告屏上这句直白的话，配上他

的简历和所获奖项，以及右下角的微信

二维码，构成了一幅独特的画面。

“以前都是我去找工作机会，这次

我想做点什么，让机会主动来找我。”对

于为何选择在地铁站投放简历广告，丁

子明觉得，这是一次“主动获得机会”的

机会，“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之前的状

态不行，除了找工作，本质上是想寻求

一种自我突破与自我改变。”

“这是网络时代中一种自我表达与

认同的需求，也是创新心理与求异心理

的表现。”广东省英德市总工会副主席

廖宇红（全国优秀工会工作者、全国工

会系统先进工作者、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持员工心理援助专项执业能力证

书）分析，年轻人在地铁站投放广告，实

际上是通过展示自己的生活和情感，彰

显独特性与创造力，获得他人的关注和

认同，从而增强自我价值和存在感。

对于如何设计简历广告文案，丁子

明有自己的想法：“在这个快节奏的社

会里，广告中不适合放长篇大论，所以

我的简历广告必须简洁明了，直击要

点。”他在手机里打下一行行字，又一次

次删除，经过无数次修改后，确定了最

终版的广告文案。

在照片的选择上，他倒是犹豫了很

久，“我本来想露全脸，但最后还是因为

害羞，打上了马赛克”。

在生活的迷宫中徘徊

“感觉向上走的机会渺茫，向下又

心有不甘，每天都在纠结中度过，仿佛

自己的朝气被一点点抽干。”

从对上一份工作的迷茫中跳出来，

是丁子明作出改变的重要原因，“那种

生活状态，让我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

中。我想，这并不是我想要的人生。”

1994 年出生的他，家乡在安徽合

肥。2017 年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建筑行

业，开始从事工程造价工作。此后的几

年，他在工地上日夜奔波，与图纸和数

据为伴。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工作压力

如同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

来，这种疲惫感不仅侵蚀着他的精神，

也影响了他的家庭生活。“每次下班回

到家，我都难以摆脱工作中的压抑情

绪。家人都开开心心的，我却怎么也提

不起兴致，就像一位格格不入的局外

人。”提起这些，丁子明仍心怀歉疚。

正如苏格拉底所说：未经省察的人

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在经历了无数

个夜晚的辗转反侧后，今年春节过后的

3 月份，丁子明终于做出了决定——辞

去那份让他身心俱疲的工作。“离职那

一刻，心中既有解脱，又有对未来的迷

茫。但我知道，我必须要为自己，为家

人，去寻找一个新的方向。”

接 下 来 的 求 职 道 路 却 是 一 波 三

折。那之后，他开始在各大招聘网站上

投递简历，简历都如石沉大海，杳无音

信。有段时间，他每天都守在电脑前，

期待着那一封封可能改变生活的回复，

可等来的只有失望。“感觉自己就像在

黑暗中摸索，一度找不到出路。”

和丁子明一样，来到广州工作的 90

后小伙向瑶函，也曾在生活的迷宫中徘

徊许久。原本期待在 AI领域大展拳脚、

成为一名出色的 AI讲师的他，在努力很

久后，发现自己在 AI开发方面还能再做

很多探索。于是，他决定重新踏上求职

之路。

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得知了地铁开

放个人租赁广告位的消息，这让他心动

不已。然而，交钱后他又陷入了纠结与

犹豫，“在公共场合展示自己，需要莫大

的勇气。”

“一时冲动交了钱，又不好意思去

退款，只好硬着头皮上了。”向瑶函调

侃道。接下来的日子，他日夜埋头设

计海报，改了四五版，每一个细节都反

复斟酌。他不仅在脸打上了马赛克，

还在海报上写下自嘲：“找不到工作，

没脸见人了。”

在丁子明陷入迷茫时，向瑶函的求

职广告给他带来了启发，纠结也随之而

来。“我犹豫了很久，内心一直在挣扎。

毕竟，对于内向的我来说，在公众面前

这样大胆地展示自己，是一个非常大的

挑战。”丁子明深吸一口气，仿佛又回到

了那个艰难的抉择时刻，“但一想到自

己的现状，想到家人的期待，我知道我

必须要勇敢一次。”

从“I人”转向“E人”

除了打广告求职，年轻人在地铁站

的“花式整活儿”，也以创新方式增强了

彼此的情感连接。与丁子明不同，广州

市民江女士通过地铁广告为家人准备

了一份惊喜。她选择在广州地铁天河

公园站的一块广告牌上，印上了自己对

先生的生日祝福。

“他或许不善表达，但我知道他的

心里满是幸福。”地铁生日广告展示期

间，江女士带着儿子和先生一同来到地

铁站“打卡”。最开始，她的先生还有些

害羞和尴尬，但在家人期待和喜悦的目

光中，感动渐渐溢于言表。

“这是个人情绪寻求共鸣与情感连

接的体现。”在廖宇红看来，地铁站的个

人广告往往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在一

定程度上能引发乘客的情绪共鸣，增强

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在快节奏与

高压力的社会中，这种情感连接，是有

助于缓解人们的孤独感和焦虑感的。”

丁子明看似冲动的一步，成了他生

活的转折点。他的地铁求职广告如同

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了层层

涟漪。

从投放广告的那一天开始，丁子明

每天都在期待着有好消息到来。他想

象着电话铃声不断响起、用人单位纷纷

向他伸出橄榄枝的场景。然而，现实却

给了他当头一棒。最初几天，求职广告

几乎没有获得任何反响，“每次去地铁

站看，心里都特别失落。感觉自己的努

力都白费了”。

“我告诉自己，也许机会还在路上，

只要我不放弃，就一定能等到。”那之

后，丁子明依然每天关注广告进展。终

于，在投放广告约一个星期后，情况发

生了变化。

“当我看到第一个陌生人加我的时

候，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丁

子明激动地说，随着时间推移，反馈也

越来越多。有人给他介绍工作，有人

主动为他的简历提出修改意见，还有

很多陌生的网友觉得他很勇敢、想和

他交个朋友。

他的心态开始慢慢变化，“以前是‘I

人’，性格比较内向，总是很自卑，觉得

自己什么都做不好。通过这次尝试，我

发现原来自己也有被认可的地方，像是

转为比较外向的‘E人’了。”

对于向瑶函来说，起初他只是期待

能通过地铁广告引起一些关注，找到

一份合适的工作。让他惊喜的是，仅

仅通过 5 天的广告投放，他就加了 400

个新好友，收到了几十个公司抛出的

橄榄枝。

在廖宇红看来，地铁个人广告不仅

仅是单向的信息传递，更是一种社会

关系的重塑。通过地铁广告，人们可

以建立新的联系，“对比以往的线下联

系方式，这种新的联系方式有助于打

破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网络，促进社会

的流动性。”

这一系列的变化，为向瑶函带来了

人生中的许多“第一次”：第一次在镜头

前分享自己的故事，第一次做直播与网

友互动……甚至，有人将他视为勇敢的

榜样，一位家长特意加他好友，倾诉孩

子求职的困境，希望孩子能像他一样勇

敢地迈出第一步。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的一个小小

举动，能给别人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向

瑶函说。

反映社会多元化与包容性

在这股热潮之前，广州的地铁广告

业务一度遭遇低谷。2018 年后的一段

时间里，由于地铁人流骤减，商业广告

投放也随之陷入低迷。在困境中，地

铁广告团队尝试将目光转向个人投放

市场。

为了给更多人提供展示自我的平

台，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广州地铁

传媒公司开发了微信小程序，于今年 1

月正式上线。广州地铁传媒综合管理

部经理李婧告诉《工人日报》记者，个

人广告业务上线以来，访问量、成交量

持续攀升，“以亲民的价格、新颖的创

意、便捷的下单流程吸引了众多用户，

激发了广大乘客对广州地铁广告的亲

近感。”

今年 2 月，在春节和情人节双节期

间，广州地铁 7 号线员岗站里，宝爸和

孩子们为宝妈送上的生日祝福广告，成

为了广州地铁收到的第一笔来自“个

人”的投放订单。随后，一位法律博主

为了宠粉投放的灯箱广告，播放量超过

139万。

向瑶函的求职广告，则将“个人投

放”推上了热搜。“订单量从原来的一周

20 多单，猛增到一周 150 多单。契合中

高考主题的毕业季广告，近来也十分受

欢迎。”李婧说。

“地铁为个人提供展示平台，反映

了社会的多元化和包容性。”廖宇红认

为，个人广告打破了以往地铁广告只用

来做商业性宣传或公益性宣传的固化

思维，允许以个人为单位在公共空间中

展示自己的独特性或创造力，“这不仅

是一种商业行为，更多的是新的时代背

景下的市场经济中，一种新的社会文化

的展现。”

然而，这种“零售”的广告业务，目

前几乎无法覆盖成本。“我们还有更长

远的考量。”李婧表示，“从前，可能 10个

地铁广告展示位全是商业广告，路人大

多低头走过。如今，少放些商业广告，

多放些个人创作的精彩内容，比如 10个

展示位中，7 个播放商家广告，3 个展示

个人投放内容。这样一来，许多人会主

动观看，甚至拍照、打卡、发朋友圈。表

面上能挣钱的广告位减少了，但实际

上，旁边那 7 个广告的转化效率和价值

得到了显著提升。”

2024 年，广州地铁开放个人广告投

放业务后，每月营收同比增长约 20%，环

比营收也均有增长。

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融合

对于地铁站的个人求职广告，有网

友调侃：“找错市场了吧？简历不是该

投高档小区的电梯吗？哪个老板坐地

铁？”“招人的老板可能不会坐地铁，但

公司 HR大概率坐地铁。”

也有人心存顾虑，“这是不是一种

对于公共资源的占用？”中铁建工集团

广州白云（棠溪）站综合交

通枢纽项目的一位年轻职

工认为，地铁允许个人投放

广告，为个体提供了全新的

展示平台，但是仍需防范潜

在风险。

一些网友担心，“个人

广告投放门槛相对较低，当

前网络上的诈骗手段层出

不穷，难以对个人广告进行

有效监管，一些不法分子会

不会利用这一方式进行欺

诈、虚假宣传？”“地铁个人

广告是否可能通过隐秘链

接传播低俗、暴力等不良内

容，给乘客带来经济损失，

甚至造成心理健康问题和

负面社会影响？”

对此，受访的业内人士

建议，地铁相关部门应更审

慎地考虑这一做法的可行

性和可持续性，并采取有效

措施加以规范和管理，在保

障个体展示的同时，也要确

保内容健康、隐私保护和社

会和谐。

广州地铁传媒公司一

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

收到的负面反馈较少，“有

些是个人的主观看法，比如

有人觉得自己的简历实力

不够、不敢晒，有人觉得抛

头露脸不合适，‘E 人屏’适

合‘E人’等等。”

“这是新的公共空间与

私人空间的融合，使得公共

空间更加人性化、生活化。”

廖宇红表示，从商业角度

看，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和

社会公德，这种个人商业性

的展现，对地铁公司而言就

是一种商业行为，但要对个

人展示主体法律层面上的

内容做好把关，“地铁个人

广告，就如一张报纸、一本

书、一页杂志，甚至像网络

上的某个画面一样，只是一

种新式的个人宣传与展示

方式。”

“在审核环节，工作人

员会严格把关，大家不必过

度担心被‘恶搞’。”李婧表

示，个人投放广告必须走完

整的流程，按照要求提交广

告材料和个人材料，审核人

员会逐一审阅审查，确保完

全符合相关规定。

“亲朋好友的态度是两

极分化的。有的觉得我很勇敢，有的觉

得我不务正业，不认真找工作，净整些

‘幺蛾子’。”向瑶函表示，对于地铁个

人广告给生活带来的改变，“自己一开

始还是蛮惊喜的，不过越到后面，越感

觉到一种焦虑和疲惫，主要还是多了很

多机会以及很多新伙伴，有点处理不过

来。最近一段时间感觉挺累的，也挺迷

茫的，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干点什么，

可能我还需要时间去调整。”

“倘若没有这次尝试，我或许还在

迷茫的深渊中徘徊挣扎。”通过地铁广

告，丁子明获得了一份新工作，回顾这

段难忘的经历，他依然颇有感慨。

当被问到是否会向其他年轻人推

荐尝试地铁广告时，丁子明表示：“应当

理性思考，如果他们确实有明确真实的

需求，我才会推荐。但是，每个人的情

况都不一样，我的经历无法为所有人提

供参考。敢于真实地表达自己，敢于追

寻自己的梦想，这才是最重要的。”

通勤路上的地铁站，曾是各大品牌

的广告秀场，今天，一些勇敢而有趣的

年轻人，以独特的方式，给人们带来了

精神抚慰。目前，除了广州地铁，合肥、

青岛、郑州、成都等众多城市的地铁站，

均陆续开通了地铁个人广告投放业务。

早晚高峰，除了沉浸在自己的一方

天地，我们不妨抬起头来看看灯箱，去

留意下身边的那些普通人，在耀眼的广

告牌下，他们有的神色匆匆，有的面容

沉静，有的步履不停。

在这背后，或许，也隐藏着许许多

多妙趣横生的灵魂。

特稿205G

近 日近 日 ，，““ 年 轻 人 在 地年 轻 人 在 地
铁站打广告铁站打广告””的话题引发的话题引发
关注关注。。有人有人““晒猫晒猫””，，有人有人
相亲相亲，，有人庆祝结婚纪念有人庆祝结婚纪念
日日，，关注度最高的关注度最高的，，还是还是
在地铁站打广告求职的在地铁站打广告求职的
年轻人年轻人：：

———我摊牌了—我摊牌了，，不装不装
了了：：我是来求职的我是来求职的！！

——— 我 勇 敢 地 给 自— 我 勇 敢 地 给 自
己打广告了己打广告了，，而你勇敢地而你勇敢地
招我了吗招我了吗？？

———请扫码—请扫码，，了解我了解我
““飘零的前半生飘零的前半生””。。

在地铁站在地铁站在地铁站在地铁站““““整整整整活儿活儿活儿活儿””””的年轻人的年轻人的年轻人的年轻人
本报记者 叶小钟 赵思远

6月12日，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公园地铁站设置的个人广告电子屏。 视觉中国 供图

丁子明和他的个人简历广告牌。
受访者供图

市民投放个人广告牌庆祝毕业。
受访者供图

向瑶函和他的个人简历广告牌。
受访者供图

更多精彩内容
请扫描二维码

地铁站人来人往。 本报记者 蔚可任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