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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0 日，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大四学生饶佳

琪早早坐在宿舍桌前，扎好头发、化个淡妆，再检查一遍

简历，今天，她要参加学校组织的线下双选会。

作为应届毕业生，饶佳琪参加了学校组织的线上就

业培训，积累了一些经验。为了更好帮助应届毕业生就

业，学校还特意组织了线下双选会，场地就在宿舍楼下。

双选会 9 点半开始，饶佳琪提前 20 分钟就到了。她

说：“我做了两种简历，一种投律师事务所，一种投公司

法务。我学的是法律专业，所以还是想做跟自己专业相

关的工作。”她开始打腹稿，待会儿要问问薪资、工作地

点、用人单位福利等情况，同时对照简历，想想如何应对

面试官可能问到的问题。

上午 9 点半，不少用人单位的窗口前已经排起了长

队，本来信心满满的她此刻却有点不敢上前。“因为疫情

原因，这是学校第一次组织线下双选会，我没有线下面

试的经验，有点紧张。”饶佳琪坦言。

纠结了几分钟，她鼓起勇气向第一家公司递交了简

历。“您好！我叫饶佳琪，这是我的成绩单，这是我在学

校期间的获奖情况和参加过的社会实践活动……”一坐

下，她立刻就进入了状态。

“你很优秀！之后如果进入下一轮面试，我们会立刻打

电话通知你。”公司招聘人员说。听到鼓励，饶佳琪增添了

不少信心。“1号、2号、8号、14号，这 4家是我比较心仪的公

司。这家公司今年招 50 人，薪资条件也好，先排这个！”她

打开手机查询自己做好的笔记，快步走向下一个窗口，

“除了举办线下双选会，学校每隔两三天都会推送各种用

人单位的招聘信息，这都是学校筛选过的企业，很靠谱。”

投简历的队伍中，饶佳琪看到同学郑国斌，俩人聊了起

来。郑国斌传授起了经验，“你还可以用一下‘秦云就业’小

程序，是陕西省人社部门开发的，里面也有不少职位呢！”

“谢谢你！那我得赶紧关注一下。”饶佳琪边说边在手

机上操作起来，“我以前通过‘秦云就业’领过毕业生交通

补助，不知道还可以了解求职信息，以后我多瞅瞅。”

中午 12 点，饶佳琪揉揉酸痛的腿，拿出一颗糖塞进

嘴里，虽然肚子咕咕叫，但她还不想走，“这次双选会发

现自己简历问题挺多的，那边设立了‘简历门诊’，请老

师给我诊断诊断！”

“照片不要放在中间，最好放在一侧。”“你这段在

乡镇的实习经历，要写得更具体些，比如通过什么样的

努力，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要用简洁的介绍让面试官

了解你的能力。”老师细心地为她梳理了各种问题，饶佳

琪边听边用笔在简历上做标注。“听完真是豁然开朗！”

饶佳琪连连称谢。

晚上查寝时，辅导员刘超来到饶佳琪的宿舍，问起

当天双选会的情况。“我已经投了 20 多家单位，现在还没

有接到录用通知呢。”饶佳琪有些着急。

“找工作就是这样，这也是你们步入社会的第一次‘考

试’！今年因为疫情原因，很多用人单位无法来到学校现

场招聘，学校还将组织多场线上双选会，也会推出‘就业大

巴车’带你们到别的学校参加招聘会。另外，你也可以关

注教育部的国家 24365 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那上面也有

不少招聘信息。”辅导员耐心地为她讲解政策。

听了辅导员的话，饶佳琪脸上露出笑容，“嗯，听了您的

话我更有信心了，有这么多求职机会，我自己还得努把力！”

西北政法大学应届毕业生饶佳琪——

全力准备，就业有信心
本报记者 原韬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落实就

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做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

人、农民工和城镇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

今年我国高校毕业生数量首次突破千万，还有不

少农民工需要外出务工。当前稳就业面临哪些困难？

各地各部门都有哪些帮扶实招？本期“体验”栏目聚焦

3位就业者，一起聆听他们的就业故事。

——编 者

立夏过后，天气一天天热起来。湖北省襄阳市襄州

区峪山镇长山村，刚刚忙完春播春管的农民进入了短暂

的农闲时节。一大早，村民杨浩就搭上同村人的便车前

往襄州城区。

“听说城里新开了几家零工驿站，专门给灵活就业人

员提供找零工的机会。”杨浩告诉记者，距离夏收农忙时

节还有一段时间，他想找点事做，顺便也学点技能。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杨浩来到了位于襄州区云

湾社区的光彩建材大市场。市场旁一间朱红色的小房

子，便是今年 1 月投入运营的云湾社区零工驿站。

“普工，招聘 15 人，160 元/天；家政保姆，3500 元/月；

电工，7000 元/月，要求有电工证”……走进驿站，只见墙

上张贴着各类用工招聘启事。蓝色电子屏上，企业用工

信息和求职者信息不断滚动更新，七八个求职者正在浏

览信息。

驿站外有一片公共绿地，同样设置了岗位信息发布

栏，还设置了培训提升、劳务维权等信息展板，详细介绍

零工驿站开设的水电工、叉车工、电焊工等 30 余类零工

培训项目，以及指导零工在发生劳务纠纷后如何维权。

“我想找一份苗圃、园艺方面的短期零工，咋没看到

这方面的信息啊？”杨浩向驿站的工作人员田艳霞求助。

“这样，你先登记下个人信息，一旦有合适的岗位，我

们第一时间通知你。”田艳霞说着拿出登记表，同时还把

杨浩拉进了一个专门的微信群，群内会不定期发布招聘

信息。

杨浩了解到，襄阳市最近刚上线了“襄阳零工之家”

微信小程序。用工单位注册登录后，可以一键发布用工

需求；灵活就业人员也能足不出户，在线上报名零工招

聘。这些信息在全市 20 多个零工驿站间共享，方便用人

单位和求职者双向选择。

信息登记完毕后，杨浩离开驿站，准备在周边临时租

一间房子，方便就近找工作。没想到下午三四点钟，杨浩

就接到了田艳霞的电话：“襄州有一家园林绿化公司的苗

圃基地正在招聘 4 个零工，每天工资 150 元，零工驿站已

经把你的求职信息提供给了对方。”

杨浩喜出望外，“没想到活儿找得这么顺利。”根据田

艳霞提供的联系方式，杨浩与苗圃基地负责人杨红兵取

得了联系。“现在这个季节雨水多、气温偏高，盆景、苗木

长得快，我们急招 4 个苗圃工人，负责苗圃基地里的花卉

剪枝、除草打药、养护栽培等工作，工作时间比较灵活。”

电话中双方初步达成了用工意向，杨浩决定马上前去苗

圃基地实地看看。

苗圃基地位于襄州区春园路，经过岗前培训，当天下

午，杨浩就换上工装投入了盆景剪枝工作中。

“既多了一份收入，又能通过打工学一门技术。这几

年襄阳城市建设发展很快，园林绿化、花卉苗木市场应该

挺有前景。我家有 100 多亩农田，之后也想试试发展苗

木产业。”杨浩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笑着说道。

“襄阳零工市场建设是 2022 年襄阳市十大民生实

事之一。”襄阳市劳动就业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琚勇

胜介绍，今年以来，襄阳先后建成市级零工总站 1 个、县

级零工分站 11 个、乡镇（街道）零工驿站 24 个，累计提

供零工岗位 1.6 万个，有效解决“零散、灵活、临时”人员

就业难题。

湖北省襄阳市灵活就业人员杨浩——

零工驿站，就业更便捷
本报记者 范昊天

厂房里机械轰鸣。听说记者要来公司采访，杨明森

早早就在云南鹏博木业有限公司门口等待。坐在跟厂

房一墙之隔的办公室，杨明森言谈举止一点也不像从大

山里走出来的农家娃。

杨明森 26 岁，却已经有了 8 年的工作经验。“进过厂、

搬过砖，哪里有活干，就去哪工作。能够在昆明安定下来，

多亏了咱巧家县在昆明的人力资源工作服务联络站。”

杨明森老家在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中寨乡下寨村，

大山深处的家乡土地贫瘠，只能种些玉米、洋芋。“父母身体

不好，我还有个弟弟在上学，只能靠我出门打工赚钱了。”

最初外出务工，杨明森辗转了不少地方，常常是听

说哪里的工厂收入高，就去哪里干活，在哪儿也干不长

久。“兜兜转转四五年，也没存下太多钱，就想在昆明找

个工作，离家近，方便照顾父母。”

恰巧老乡推荐了巧家县在昆人力资源工作服务联络

站，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杨明森加了工作人员微信。“没想

到工作人员很快就推荐了现在的公司，总经理李万鹏也

是巧家老乡，面试后就同意让我来公司门市部做销售。”

他说。

杨明森说着，打开了手机里的微信群介绍：“群里经

常会发布各种务工信息，还有最新的就业政策。这个群

就像一个特殊的‘家’，看到群里不少老乡在这个平台找

到了工作，特别暖心。”

巧家县在昆人力资源工作服务联络站站长彭玉萍

介绍，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对于增加群众家庭

经济收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意义重大。“及时将岗

位、政策推送给在昆务工人员，帮助解决就业难题就是

我们的工作。”彭玉萍说，今年以来，巧家县人力站走访

14 家 企 业 ，联 系 9 家 劳 务 公 司 ，收 集 了 在 昆 企 业 14 家

8985 个岗位，省外 20 家企业 23136 个岗位，帮助一批就

业困难群众找到工作。

现在，杨明森仍然时不时刷一下工作站的微信群。吸

引他的不再是岗位信息，而是站里组织的免费技能培训。

“近年，我们结合市场需求，开办烹饪、电工、焊工、

评茶师、育婴师、糕点制作、电子商务等技能培训班 16 期

722 人次。”彭玉萍说，工作站通过收集信息、做好“联络

员”，提高技能、做好“培训员”，依法维权、做好“服务

员”，不断提升脱贫户稳岗能力。

看到老乡们都在学习技能，渴望提升自己的杨明森

也找到老板李万鹏，希望能从销售转到设计岗位。李万

鹏答应得爽快，厂里出钱给杨明森报名学习电脑制图等

设计程序。

那段时间，白天完成厂里工作，晚上杨明森就扎进

了培训班。“一开始吃力，努力听了一个多星期，突然就

懂了！”杨明森说这话时，眼睛笑成了一条缝。

采访期间，时不时有流水线上的师傅喊杨明森去车

间指导。如今的杨明森已经成为厂里两位设计师之一，

每个月工资涨到了 6000 元。

现在的杨明森，一个人的收入扛起了全家七口人的

生活。“希望能在现有的岗位上不断提升自己，以后要是

有机会，我也想创业，这样也能帮助老乡们就业！”杨明

森说。

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中寨乡下寨村农民杨明森——

一人就业，全家有奔头
本报记者 杨文明

应届毕业生饶佳琪，各方帮扶下努力强本领，求职

更有信心；

灵活就业者杨浩，农闲时节打零工，多一份收入

多一门手艺，生活更多彩；

脱贫务工人杨明森，一人稳定就业，全家生活更

有奔头，小伙子干劲更足。

饶佳琪、杨浩、杨明森的故事生动诠释了就业是

民生之本。今年 3 月以来，受国内疫情点多、面广、频

发和国际形势更趋复杂严峻等影响，市场主体困难明

显增多，部分重点群体求职难度加大，稳就业面临新

挑战。

面对复杂严峻的就业形势，我们既要坚定信心，

认识到稳就业仍具备不少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又要

高度重视，积极做好各项应对工作。

应当看到，当前稳就业仍然具备坚实基础。党中

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就业工作，坚持把稳就业摆在“六

稳”“六保”的首位，多个部门纷纷出台举措，千方百

计稳定现有就业，积极增加新的就业。

还要看到，尽管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困难挑

战明显增多，但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

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随着疫情得到有效

控制和宏观政策调节力度的加大，经济运行有望加快

改善，从而夯实稳就业的基础。

基础虽然坚实，但工作仍要主动。特别是高校毕

业生、农民工等就业重点群体，涉及人数多，是稳就业

工作的重中之重。今年，高校毕业生人数达 1076 万

人，还有 3 亿农民工需要在城市就业，要求我们全力

做好就业服务和兜底保障。

一方面，要做好稳岗工作，帮助已就业重点群体

稳在岗位、稳在当地。中小微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

力军”，但受疫情影响，不少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面临

困难。为此，要将中央出台的各项助企纾困措施落实

落细，加快政策兑现，把失业保险稳岗返还、一次性留

工培训补助等及时送到企业手里，帮助企业纾困发

展，稳定现有就业岗位，保障重点群体的基本生活。

另一方面，要努力拓展就业岗位，为新增劳动力

拓展就业渠道。对高校毕业生群体，各地应千方百计

挖掘开发一些针对性就业岗位，引导毕业生到中小微

企业、城乡基层就业，支持自主创业、灵活就业。同

时，着力提供不断线服务，强化困难帮扶。对农民工、

脱贫劳动力等群体，应重点加强劳务协作和信息对

接，拓宽外出务工和就地就近就业渠道。

对于就业困难人员，还要重帮扶、兜底线。通过

畅通线上线下失业登记渠道，免费提供职业指导、岗

位信息、“一对一”个性化援助、公益性岗位等方式，

做好托底安置。同时及时兑现失业保险待遇，切实保

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

用实招硬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当前推出的一揽

子稳就业“组合拳”，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坚持把这些

政策落细落实，我们就有信心有能力平稳驶过激流险

滩，以更大力度保就业保民生。

出实招硬招

稳住重点群体就业
李心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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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杨明森（右）正在向工友讲解生产注意事项。

王正鹏摄

图①：饶佳琪（左一）正在接受“简历门诊”老师指导。

原韬雄摄

图②：杨浩（左）在零工驿站登记求职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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