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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英锋

“小淇，谢谢你啊！没想到我还能
找到这么满意的工作！”38 岁的李聪聪
在电话里连声感谢。电话这头，听到曾
经的就业困难人员分享求职成功的喜
悦，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人力资源服
务管理办公室市场服务科工作人员林
小淇脸上也露出了笑容。2022年8月，
待业的李聪聪在网上偶然看到了一则
信息：南宁人力资源市场新民路市场三
楼开设了“找不到工”反映窗口。在“找
不到工”反映窗口的持续关注和帮助
下，李聪聪在1个月内就找到了心仪的
工作。

找不到工作或找不到满意的工作，
就求助“找不到工”反映窗口——这不
是广告，而是实实在在的公益服务。截
至目前，南宁市已设立“找不到工”反映
窗口 54 个，帮助登记“找不到工”诉求
的求职者 1964 人。南宁市人力资源服
务管理部门瞄准民众就业的堵点、难
点、痛点，急民众之所急、办民众之所
需，设立“找不到工”反映窗口，专门治
疗民众就业的“疑难杂症”，主动收集民
众的就业困难信息，为求职就业困难的
民众畅通就业救济渠道，提供量身定制
的就业对接支持服务，有效化解了民众

的“急难愁盼”事，促进了民众就业，也
擦亮了就业服务窗口，创新了就业服务
机制，提升了就业服务的质量和温度。

诚然，求职者找工作的平台和渠道
并不少，网络求职平台、线下中介、人才
招聘会、用人单位的岗位信息发布媒
介，乃至亲友的推荐等，都可以提供岗
位信息，有助于求职者找工作。然而，
一些求职者的求职素质和求职视野有
限，求职选择也有一定的条件或限制。
有的求职者年龄较大、学历较低、缺乏
就业技能，就业竞争力不强，选择机会
不多；有的求职者有个性化需求，但难
以建立与相关用人单位有效对接沟通
的渠道，难以获得适合自己需求的岗位
信息；还有的求职者的自我证明能力、
推荐能力难以吸引、打动用人单位。受
这些因素的影响，一些求职者会陷入找
不到工作或“高不成低不就”的困境中。

人力资源服务管理部门开设“找不
到工”反映窗口，相当于给就业困难的
求职者提供了一种兜底性保障。窗口
可以依托部门优势掌握大量岗位供给
信息，在收到求职者的“找不到工”反映
信息后，能根据求职者的年龄、学历、从
业经历、能力和需求帮求职者积极筛选
合适的岗位信息，还面向高校毕业生、
农民工、大龄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就业

群体开展招聘岗位信息推送、职业指
导、职业培训、见习引导等服务，帮助重
点就业人群拓宽择岗视野，丰富求职技
巧，增强求职能力。

同时，“找不到工”反映窗口还会对
用人单位的社会保险登记、市场主体资
格登记或备案等情况进行核实把关。这
就意味着，窗口一方面对求职者的求职
信息进行背书，另一方面对用人单位的
岗位信息进行背书。这种双向背书可
以增强双向的证明力、推荐力、保障力，
有助于求职者获得用人单位的信任，有
助于求职者找到靠谱的工作岗位，有助
于提升就业双向选择的适配成功率。

“找不到工”反映窗口设定了 5 日
内推荐岗位的时限，开通了线下线上服
务双通道，并安排专人跟踪进度，实时
反馈求职者对岗位是否满意。而求职
者上岗后，工作人员还会定期进行电话
回访，提供好后续保障。这些人性化措
施形成了就业服务闭环，能够满足求职
者的多元反映需求，提升岗位推荐效
率，提升求职者的满意度。

“找不到工”反映窗口是暖心的“就
业红娘”，是就业市场的“催化剂”，能让
求职者和用人单位双重受益，对促进就
业、保障民生、支持企业发展具有积极
的现实意义。愿这样的窗口多多益善。

■张玉胜

“有照顾半失能老人的住家护工推
荐吗？”前段时间，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
小彭在社交平台发出的一条求助信息，
让网友们唏嘘不已。大家纷纷表示，找
一个具备专业知识且长期稳定的护工实
在是太难了，如果加上“价钱适中”的要
求，更是难上加难。小彭的焦虑不是个
案。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来发布
的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100个职
业排行中，养老护理员时常位列前茅。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加
速，养老护理行业本应呈现需求大于
供给的朝阳趋势，但时下的养老护理
员队伍仍存在人员不足、队伍不稳和
服务质量不高的严重短缺状况。统计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我国患有慢
性病的老年人已超1.9亿，失能和部分
失能老年人约4000万人；截至2022年
底，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达 2.8 亿
人，占人口总数 19.8%。目前，我国对
养老护理员的需求达600多万，但目前
仅有50多万名从事养老护理的服务人
员，远不能满足需求。

盘点目前养老服务从业者的人员
结构，来自农村和城市失业下岗人员居
多，且不少为“4050”人员。由于工作时
间长、劳动强度大、社会认同低、工资待
遇差等多重原因，养老护理员这一岗位
缺乏有效吸引力，更无法留住专业人
才。尤其是面对某些失能老人的焦躁
情绪和家属挑剔的态度，护理人员只
能委曲求全，若非对职业热爱，很难长
久坚持。

在笔者看来，破解养老护理员数
量不足之策，必须要社会给地位、经济
增收入、政策多激励。

养老护理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基础
生活照顾，更需要一定的慢病护理、康
复、安全及急救知识储备。这就需要
提高养老护理员的职业技能水平，推
动养老护理员的规范化管理，更好地
满足老年人不断增长的养老护理需
求；要着力提升居家养老护理员的社
会地位，制定统一的居家养老护理员
专业等级考评、晋升制度体系；依托当
地高等医学院校的优质资源，建立居家
养老护理员培训体系；开展培训和职业
技能等级认定工作，提高居家养老护理
员的应急救助和居家照护技能。

需要指出的是，“以薪留人”并非
简单地提高工资，而是用薪酬管理机
制保护和激励员工工作热情。这就
需要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岗位等级制
度，以质论酬，让护理员学有目标、干
有奔头；要协调好固定薪酬与浮动薪
酬的比例调配关系，确保从业者生活
有保障、多劳获激励；打通职业上升
渠道，将技能培训、工作业绩与薪酬等
级合理匹配，防止不合理、不公平现象
发生。

据了解，曾有地方推出“以赛代
训”举措，组织从业者系统学习鼻饲照
料、心肺复苏、压疮护理等专业技能，
并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激励职业自豪
感和技能精进欲望；对获得初级、中
级、高级技师职业技能职称的养老护
理员，在从业满2年后再给予数量不等
的一次性岗位补贴。这些做法值得其
他地方借鉴推广。

养老护理员数量不足养老护理员数量不足
需多方发力提升吸引力需多方发力提升吸引力

背景：
淄博烧烤、长沙夜排档、松江泗泾夜

市……天气渐暖，不少城市因其热闹的
夜市出圈，呈现出另一种“春意盎然”。

夜经济蓬勃发展，为城市文化街区、
商圈带来了提质升级和挖掘文旅消费潜
力的机会。有人说，这是经济在复苏、消
费在复苏，也有人说，这是生活在复苏。
其实，这也是人们的“精气神”在复苏。

@光明网：一座城市的消费能力，活
跃在白天的热闹市井中，也隐藏在夜晚
的璀璨灯光间。对于城市而言，抓住发
展夜间经济的契机，不仅可以优化城市

管理水平，更可以打造城市特色品牌，
增加知名度。生生不息的夜经济，用纷
繁的商品、热闹的夜市、丰富的活动，勾
勒出热闹非凡的“人间烟火”。

@《经济日报》：夜经济不止于夜市
小吃摊上的舌尖美味，也有参与体验中
的舒心便利和文化滋养后的余韵悠长。
为了让夜经济的热度延续，更好满足人
们多元化、多层级和品质化的夜间消费
需求，利用好、挖掘好、保护好夜经济的
持续健康发展尤为重要。从传统夜市、
地摊到商圈，从灯光秀到文体休闲、沉
浸式体验，越来越多样的消费形式为消
费者创造出更高品质、差异化的夜间消

费场景，也让城市的夜晚越来越美丽。
@澎湃新闻：夜经济火爆势必会带

来一些问题，比如夜市附近的居民会有
噪声和灯光困扰，有的小吃街管理不到
位、垃圾清理不及时、卫生环境较差。
但发展的问题还是要在发展中去解决，
要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因此，政府部
门要做的就是合理规划，提升管理服务
水平，建立安全有序、便利包容的夜经
济发展规范与导则。夜市的繁荣程度，
可以反映出一座城市的活力、消费潜力
和发展生命力。越来越热闹的夜间消
费场景也成为全国各地经济稳步复苏
的生动缩影。

勒勒 索索

“不能错过的宝藏店铺”“味
道绝绝子”“美食界天花板”……
近年来，一些网络社交平台兴起
博主探店模式，博主将自己在餐
馆、旅馆、景点的消费体验在网
上发布，有的博主将消费过程现
场直播，吸引其他人前往消费。
但与此同时，虚假推荐、数据造
假、恶意差评等乱象，令消费者
和商家叫苦不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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