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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零就业家庭毕业生就业

一对一精准帮
手把手用心助

“8 月 4 日面试通过，应聘成功！”家住四

川省南充市高坪区的曾梓京，即将入职南充

市生产力促进中心，对之后的工作充满期待。

曾梓京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金融数学专

业。她的父亲去世早，母亲平时只能做些零

碎的手工活，还要照顾上初中的弟弟，家庭负

担较重。曾梓京投了多份简历，渴望尽快找

到工作。

“作为零就业家庭毕业生，曾梓京这种情

况是我们重点关注的。”辅导员王苗介绍，对

这类毕业生，学校会持续推送岗位信息。

7 月下旬，接到老师推送的南充市生产力

促进中心的招聘信息，曾梓京立刻了解岗位

情况：上班地点离家不远，方便照顾家人，工

资待遇也不错！见曾梓京兴趣浓厚，老师帮

她修改完善了简历，并指导她做好了面试的

充足准备。“有了老师的帮助，从投递简历到

面试都非常顺利。”曾梓京说。

今年以来，四川省教育系统实施重点群

体毕业生“一人一档”“一人一策”精准服务。

“要求各高校及时报送落实情况，真正帮助重

点群体毕业生更好就业。”四川省教育厅高校

学生工作处处长李浩介绍。

“我父母平常主要打打零工，家中经济压

力比较大，一家人都盼望我能找份好工作。”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毕业生郑少晶在 7
月入职中铁五局华南公司，“能够顺利入职，

多亏学校的就业帮扶。”

河南大学就业创业指导中心依托教育部

“宏志助航计划”，对零就业家庭等重点群体

毕业生进行就业培训。“从个人能力提升、心

理辅导、就业方向等 3 个方面进行辅导。”河南

大学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副主任马跃敏介绍，

指导老师会一对一修改完善简历，量身定制

就业计划。此外，河南大学还举办了 8 场宏志

助航专场招聘会，210 余场各类相关招聘会，

提供有效岗位 1300 多个。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深 入 实 施“ 宏 志 助 航 计

划”，累计培训 1255 人；开展“互联网+就业指

导”公益直播课、“空中教研室”等系列“云活

动”，累计受益学生近 100 万人次。

帮助有残疾的毕业生求职

拓宽就业渠道
强化岗位推送

8 月 6 日 ，入 职 第 一 天 ，范 兴 兰 很 是 兴

奋。几天前，在四川省教育厅、省残联共同

开展的 2022 届高校残疾人毕业生送岗上门

活动中，范兴兰与一家快递公司顺利签约。

范兴兰肢体四级残疾，7 月从西华大学汉

语言文学专业毕业时，还没有找到工作。正

发愁时，四川省残联的来电让范兴兰看到了

希望。“我们这里有个工作机会，向你推荐，不

知你有没有意向？”可经过详细沟通，工作地

点却不太合适，范兴兰一度有些气馁。

不久，四川省残联又向她推荐了一家快

递公司人事绩效方面的岗位。8 月 1 日线上

面 试 后 ，范 兴 兰 很 快 收 到 了 公 司 的 录 用 通

知。8 月 3 日，用人单位代表和相关部门负责

人一道，来到范兴兰家里，与她现场签订了聘

用合同。“这个岗位，起薪 3800 元，还包食宿，

上班也方便。”范兴兰说。

8 月 5 日起，四川成都举办了成都市残疾

人大学毕业生网络招聘会，采用“网络招聘

会+VR 就业创业成果展+线上直播带岗”的

模式，方便有残疾的毕业生参与，并为毕业生

提供新媒体策划、视频剪辑等岗位信息。

河南重点关注有残疾的高校毕业生就业

工作，通过举办特殊群体就业技能培训、专场

双选会等系列就业帮扶活动，持续帮助有残

疾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河南郑州专门制订就

业帮扶计划，设置公益类就业岗位，还专门引

入第三方参与有残疾的高校毕业生的岗前

培训。

协助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应聘

建立就业台账
全程跟随服务

6 月份毕业后，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硕士毕业生庞治法仍未确定就业意向。学

院 将 他 的 信 息 登 记 进“ 未 就 业 毕 业 生 就 业

工作台账”，这个台账将跟踪记录毕业生的

就 业 状 态 、就 业 意 愿 以 及 采 取 的 点 对 点 帮

扶措施。

“我们每天会给未就业毕业生推送就业

信 息 ，每 周 会 询 问 就 业 情 况 并 及 时 更 新 台

账。”学院老师肖莹表示，学院会对未落实就

业的毕业生全程帮扶，直到学生签约。

河南各高校广泛建立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工 作 台 账 ，多 次 举 办 公 共 就 业 服 务 专 项 活

动。为帮助未就业毕业生就业，河南大学采

取小规模、多站点、高频次的招聘方式，将校

园招聘会开到不同的学院中，并利用暑假适

时举办行业类、区域类专场招聘，提高招聘的

针对性和有效性。

不久前，通过校内的“智慧就业”平台，

就业创业指导中心的老师发现一家供电服

务企业的招聘要求与庞治法的情况很匹配，

就将信息推送给他。最终庞治法顺利通过

了面试，目前已在该企业实习，正准备签约。

去年毕业于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环境设

计专业的刘明友，在今年 7月份落实了工作，入

职成都一家建筑设计公司，现在跟着公司团队

熟悉 CAD 画图、进行 3D 建模和渲图……刘明

友格外高兴。

此前，由于参加其他考试，刘明友一直没

有落实工作。学校负责学生就业工作的老师

罗小波一直与他保持着联系。“明友学的是环

境设计，装修类公司的岗位需求比较大，我们

就不断搜集这方面信息向他推送。同时，我

们也帮助他调整观念和心态，把握好工作机

会。”罗小波说。可是因为工作地点或薪资待

遇等原因，刘明友一直没有签约。直到今年 6
月初，罗小波将这家建筑设计公司的用人需

求推荐给刘明友，很快就听到了他签约的好

消息。

今年，四川省教育厅要求各高校要进一

步摸清并报送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信

息，加大就业帮扶，助力尽早就业。“下一步，

我们还要做好毕业生就业能力集中培训，帮

助他们更好求职就业。”李浩介绍。

本期统筹：陈亚楠

精准施策，加大对高校就业困难毕业生兜底帮扶力度——

关注重点群体 筑牢就业之基
本报记者 王永战 王 者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党中央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就

业，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挖掘岗位资源，做实做细就

业指导服务，学校、企业和有关部门要抓好学生就业签约落实工作”。

教育部指导各地各高校建立就业困难毕业生群体帮扶工作台账；2022 年离校未

就业高校毕业生服务攻坚行动于 7 月至 12 月实施；各地各部门强化政策落实，确保工

作不断档、服务不断线。

——编 者

■深阅读·关注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R

走进县城看发展

峭壁入云，瀑布飞流，道道

峡谷交错纵横。这里的奇峰怪

石皆为黄色，东崖半空有一天

然石洞，得名“黄崖洞”。

“有太行风光，还有红色文

化，这一趟旅行收获大！”来自

山西太原的毛晓彤和 50 多位战

友沿着太行一号旅游公路游览

山西省黎城县，最后一站来到

了黄崖洞。

黄崖洞兵工厂是八路军在

抗日根据地创建的兵工基地。

如今，黄崖洞革命纪念地是全

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经过 3 年闭园改造，去年 5
月 重 新 开 放 的 黄 崖 洞 完 成 了

3000 米河道水系整治，改建了

1 万余米游步道，无线信号景

区全覆盖，旅游服务供给不断

丰富。

“ 好 山 好 水 更 要 有 好 故

事 ，黄 崖 洞 有 丰 富 的 红 色 文

化，必须充分挖掘利用。”黎城

太 行 山 黄 崖 洞 旅 游 发 展 有 限

公司董事长吴定旺介绍，目前

景 区 已 初 步 撰 写 完 成 黄 崖 洞

革命故事合集，为之后的参观

讲解、旅游产品设计等奠定了

基础。

黎城是革命老区，红色遗

址多，还拥有中太行山的雄奇

风光，2016 年入选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创建名单。

“近年来，全县上下把旅游

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抓，围绕

‘红色、绿色、特色’3 条主线，努力构建‘处处宜旅游、行行

有旅游、时时可旅游’的全域旅游格局。”黎城县委书记牛晨

霞说。

在以全县 521 处红色遗迹为依托，加快培育红色文化

旅游产业集群的同时，黎城县充分利用山水林田等优质资

源，做足生态旅游文章。

青山绿水间，泡温泉、住窑洞，暑期的壶山温泉度假区

常常客满。而在 5 年前，这里还是废弃铁矿区。

黎城地处山西省重点生态功能区，森林覆盖率达 50%
以 上 。 近 年 来 ，黎 城 着 力 打 造“ 全 域 旅 游 百 里 太 行 新 画

廊”，以黄崖洞文化旅游区为核心，开发壶山温泉度假区

等 十 大 文 旅 项 目 ，形 成 山 水 旅 游 景 观 带 和 产 业 富 民 经

济带。

不仅是北部山区，黎城县城的生态环境也在持续改

善。2021 年以来，黎城县投资 12.3 亿元启动 30 个城市更新

项目。如今，黎城以广场、公园和县城主次干道为重点，打

造出 5 条生态廊道，为全域旅游增加绿色空间。

与此同时，黎城县不少乡镇积极挖掘特色文化，大力发

展美丽乡村休闲游。

上午 10 点，停河铺乡霞庄村村民王联平在院子里架起

铁锅、烧柴生火，准备做一道当地特色大烩菜，招待游客。

王联平平时在家附近的农业园打工，旅游旺季开农家乐，如

今年收入比以前增加 1 万多元。

霞庄村历史悠久，现存明清建筑 30 多座。前些年，老房

子年久失修，亟待保护。“常听爷爷说村里的老街是块宝，这

吸引我回到家乡。”2012 年，在外工作的李建华回乡担任霞

庄村村委会主任。经过 10 年发展，霞庄村先后被评为中国

传统村落、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晚上 6 点，西井镇源泉村施工正酣，黎城县重点旅游项

目——太行丹泉田园小镇初见模样。

“当时投资就是看中了这里的好山好水和红色资源。”

太行丹泉田园小镇规划总监孟德虎整日穿梭于工地，双脚

沾满泥土，脸上却挂满笑容，“明年底，这里将会变成一个亲

子研学乐园，预计每年能吸引 50 万名游客。”

文化兴村，旅游富村。近年来，黎城打造了 42 个省、市

级美丽乡村和两个 3A 级乡村旅游示范村，70 多个红色文

化特色村，推出 5 条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线路。2021
年，黎城接待游客约 360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近 30 亿元；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795 元，同比增长 8.9%；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11983 元，同比增长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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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湖南省浏阳市城区溯浏阳河

而上，一路向东 70 多公里，驱车 1 个

多 小 时 ，至 湘 赣 之 交 的 罗 霄 山 脉 腹

地。莽莽群山怀抱着一大片平坦的

坡地，这里就是被称为“画里小河”的

小河乡。

在新河村的乡村画室，正在画画

的詹秋明停了下来。一双粗粝的手

和记者的手握在一起。记者打量着

眼前这位 50 多岁的画师，个头不高，

皮肤黢黑，皱纹如沟壑，爬满消瘦的

脸庞。

“这是我们乡最有名的农民画师！”

乡党委书记邵劭介绍。

詹 秋 明 有 点 不 好 意 思 地 笑 了 ：

“干活时，抬头看到山间云雾缭绕，感

觉很大气，就想画下来。村里的小河

波光粼粼，游人嬉戏，很和谐，也想画

下来。”

从流水线上画线条、上色彩，到

独立临摹山水画，再到让家乡山水、

田 间 景 色 入 画 ，詹 秋 明 实 现 技 能 提

升，用了 3 年多的时间。“画画，讲究的

是提、按、顿、挫！”这位农民画师很有

专业心得。

詹秋明家原本住在造冲山上，生

活很不方便。2016 年，乡里搞新农村

建设，一家人才从山上搬下来。家里

只有 4 亩稻田，上有耄耋之年的父母，

下有上小学的儿子，为了照顾家里，

詹秋明只能在家门口打点零工。

2017 年，小河乡整合产业扶贫资

金，吸引文化客商，把油画、工艺画等项目引进来，画家和美术学

院的大学生们，手把手教农民画画。农民画了画，企业包销。

眼看着邻居们都学会了画画，赚到了钱，詹秋明便鼓动妻子去

学。妻子铆足了劲儿，学了一两个月。“她实在不是那块料，后来只好

我去了。”詹秋明说，“第一次拿起画笔，感觉画笔比锄头还重。该

停时停不下来、该用力时使不上力。”一个月培训，詹秋明只学会了画

线条，练平衡力。开局不顺，但山里汉子，不会轻易服输。培训结束，

詹秋明就在网上学，边学边画，边画边学。3个月后，詹秋明的“斗

方”终于卖出了 5元钱。现在老詹的一幅山水画，可以卖六七百元！

在这间由粮仓改造的画室里，农民们正在各自的工位上忙

碌着。黄柏友正在一丝不苟地画线条。“我们是流水作业，我这

里是第一道工序。”49 岁的黄柏友之前在广东东莞打工 10 年，无

法照顾老人孩子，让她很内疚。村里画室开了，她就辞职回到了

村里，“现在一个月收入稳定在 3000 多元，关键是不耽误农活，

还能照顾家人！”

“画室现共有 50多名农民画师，农忙拿锄头、平时拿画笔。”新

河村党总支书记王春球介绍，“当初村里 100多人报名学习哩！”

农民画产业是小河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的产业之一。目前，小河乡共有工艺国画、油画和创意画

等 6 个画室，农民画师 460 名。小河乡通过村企合作模式，统一

培训、销售，将“摸锄头”的农民培养成“摸画笔”的画师，画作畅

销海外 10 余个国家，带动 42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

小河乡有 5 个村子，1.5 万余人，几年前是浏阳市贫困人口

占比最高的乡镇。近年来，小河乡通过发展农民画、乡村旅游

等，打造了鱼鳞坝、艺术街、活字印刷非遗馆、星河天文台等一批

乡村旅游打卡地，一年吸引游客 30 多万人次，不但实现了精准

脱贫，还初步实现了村子美、村民富。

“我这辈子都没离开过家乡，没想到我的画代替我走到了国

外。”一幅画毕，詹秋明又构思起下一幅作品，“我想画一幅《云上

的小河》，画出大围山、小溪河、1000 多年的罗汉松，还有我们现

在的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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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进来，外面风大。”张雅昭用手遮住

眼睛，打过招呼后，便转身拉着记者往值班

室走。等耳畔强风散去，张雅昭喘了口气

说：“别看白天太阳大，风照刮。”

张雅昭是中国铁路青藏集团公司西宁

车 务 段 青 海 湖 站 值 班 员 。 青 海 湖 站 位 于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海拔 3260
米，是个单人值守的小站，有二层小楼，除

值 班 室 、设 备 间 外 ，留 给 他 生 活 的 房 间 只

有不到 20 平方米。自 2016 年起，张雅昭一

人 一 站 坚 守 岗 位 ，保 障 旅 客 平 安 顺 畅

出行。

小站虽名为“青海湖”，但距湖边还有 10
公里之遥。站在二楼向外望，映入眼帘的是

无边的荒原。“离这里最近的县城有 40 公里，

7 天换一次班，每次值班都得备好米、面、油

和菜。”张雅昭给记者展示了他的蔬菜库，

“主要是土豆和白菜，放得住，还得每天计划

好，要吃 7 天呢。”

张雅昭的工作分为“遥控”和“站控”两

个阶段。“遥控”时，客货车听从调度中心指

挥。每到这时，张雅昭就会支着耳朵，一旦

有通知，就第一时间前往查看。

铁轨、信号灯施工维修期间，张雅昭需

要手动指引客货车通行，这便到了“站控”阶

段。“站控每天都有七八个小时，施工占了

道 ，客 货 车 就 坚 决 不 能 再 走 ，需 要 反 复 核

对。”张雅昭说。

绵延的铁路轨道在青海湖站这里由两

条扩到四条，“相当于多建了两条车道，给超

车、会车留了空间。”张雅昭说。这样的车站

单人值守的并不多，这给他提出了严格的要

求，必须时刻紧盯车辆动态，调车作业与接

发车工作需准确无误，以保证行车安全。

除了车，也要时刻关注天气，张雅昭笑

着 说 自 己 已 经 掌 握 了“ 观 天 象 ”的 本 事 ，

“ 青 海 湖 周 边 ，天 气 阴 沉 就 可 能 下 雪 。”积

雪 对 行 车 安 全 威 胁 极 大 ，一 旦 阻 塞 车 轨 ，

客 货 车 就 难 以 变 轨 ，易 出 现 脱 轨 、碰 撞 等

事故。“隔一两个小时就得看积雪有多厚，

及时清扫，晚上几乎没什么时间休息。”张

雅昭说，“虽然辛苦，但我身上肩负的是乘

客的安全。”

2022 年春节，张雅昭连续第四年春节值

班。一天半夜，他正紧盯屏幕，向准备通过

的客车下达安全指令，突然警报声响起，手

边的问询电话响个不停。原来，客车前方的

信号灯突然变成红色，而红色意味着前方有

车辆或铁轨损坏等危险情况，客车不得不紧

急刹停。

张雅昭急出一身汗：“车多停一秒，危

险就多一分。”他仔细检查了操作记录，发

现 并 无 问 题 。 随 后 他 和 紧 急 支 援 的 检 修

队沿着铁轨逐段检查，最后确定是信号灯

系 统 未 在 列 车 通 过 后 及 时 更 新 。 等 全 部

检修完成，他们已在接近零下 20 摄氏度的

高 原 环 境 里 工 作 了 一 个 小 时 。“ 看 着 旅 客

们坐着列车安全回家，我才觉得踏实。”张

雅昭说。

自 1992 年担任值班员以来，张雅昭去过

有几十名职工的大站，也待过一个人的小

站。30 年来，在他守护下的车站，从未出现

一次安全事故。“只有业务能力强、工作经验

丰富、责任心强的员工，才能胜任小站值班

员的工作。”中国铁路青藏集团公司相关负

责人说。

“一道出站，信号好。”张雅昭对着屏幕，

做了一个出发的手势，按下按钮，信号灯由

红变绿，列车缓缓启动，驶向远方。

中国铁路青藏集团公司西宁车务段青海湖站值班员张雅昭——

一人一站 坚守六年
本报记者 刘雨瑞

■点赞新时代R

8 月 12 日，四川省泸州市泸州长江二桥项目建设现场，正在进行钢桁梁吊装作业。泸州长江二桥是泸州首座双层公轨两

用悬索桥，为双向八车道（上层六车道、下层两车道），预计 9 月底可完成全部钢桁梁吊装，力争明年具备通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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