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份工作让我在照顾家
庭的同时可以获得收入，非常
感谢工作人员的帮助。”全职妈
妈李女士在站点就业工作人员
回访时由衷表达了感谢。由于
离开职场时间太久工作经验相
对缺乏以及缺少必要的职业技
能，李女士在求职路上屡屡受
挫。在华阳街道的服务下，李女
士将自己的求职目标锁定为零
工岗位，并积极参加了零工专
场招聘会，最终入职了一家手
工业企业。

这是长宁区“15 分钟就业
服务圈”社区就业服务站点在
发挥促进就业过程中的缩影。

今年以来，长宁区人社局
探索建立“全方位”指导、“全覆
盖”网络、“全链条”服务的工作
机制，全力推进“15分钟就业服
务圈”社区就业服务站点建设，
不断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
织密基层服务网络，促进各类
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截至
5月底，全区已建成15个站点，
覆盖全部街镇，共帮扶2300多
名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1000多
名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再就业，
260 多名长期失业青年实现就
业创业。

以健全工作机制为支撑
点，开展“全方位”指导

长宁区人社局全方位对
“15分钟就业服务圈”就业服务
站点建设工作开展指导。

健全专班指导机制。第一
时间成立“15 分钟就业服务
圈”建设工作专班，由局主要

领导担任组长，局分管领导担
任副组长，加强组织领导，明
确工作要求，强化责任落实。
从站点筹建阶段开始，对照建
设标准对全区 10 个街镇进行

“一对一”指导，帮助站点开展
标准化建设。

健全工作调度机制。每周
开展站点建设工作调度，聚焦
目标任务，加强统筹协调，细化
工作措施，推动站点建设“五个
到位”，即：站点建设到位、人员
配备到位、事项梳理到位、服务
规范到位、业务培训到位。

健 全 常 态 化 检 查 机 制 。
常 态 化 对 街 镇 站 点 建 设 情
况、工作情况等进行检查并
给予反馈，每月对全区站点
建设情况进行指导，帮助站
点及时整改落实检查中发现
的问题，确保建成站点均能
符合软硬件要求，正常运转
提供服务。

以保障站点建设为落脚
点，打造“全覆盖”网络

长宁区人社局合理布设站
点，为站点提供各类保障，确保
站点顺利运行，提供服务。

站点建设覆盖所有街镇。
根据居民需求分布情况布设社
区就业服务站点，做到站点建
设全覆盖所有街镇。将站点嵌
入各类公共服务平台内部共享
空间，除了建设“家门口”站点
以外，还将服务场景进一步拓
展，建设“楼门口”“校门口”站
点，丰富服务内容。

资金保障覆盖所有站点。
根据站点分布和实际功能需
求，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统筹安
排工作经费，为站点建设提供
必要的资金保障。会同区财政
局制定资金申请、使用和管理
制度，保障每个站点的工作经
费落实到位。

能力保障覆盖所有工作人
员。每季度组织开展针对全体
站点服务人员的常态化业务培
训，结合专项业务技能等开展
专项培训，提高站点服务人员
知识储备和实践能力。此外，根
据重点工作安排，不定期组织
专项培训。今年以来，已开展各
项服务能力提升培训20余场，
其中既有建设标准解读、基层
就业服务平台操作、直播带岗
业务等专题培训，又有调查排
摸方法、档案管理、就业援助工
作等业务培训。

以提升帮扶质效为发力
点，提供“全链条”服务

长宁区人社局以社区就业
服务站点为服务阵地，合理配
置资源，制作《长宁区“15 分钟
就业服务圈”政策服务手册》，
涵盖职业介绍、就业援助、创业
帮扶、技能培训、高校毕业生等
方面，为劳动者提供岗位收集、
岗位发布、人岗匹配、服务跟踪
全链条服务。

推荐多类型就业岗位。在
日常岗位推荐的基础上，结合
区零工市场建设工作，将零工
岗位推送覆盖全部站点。针对
街镇居民需求，适时推出零工
专场招聘会。截至5月底，已提
供就业岗位8000余个。

开 展 多 形 式 就 业 活 动 。
制定全区站点活动排片表，按
月统筹、按周推进，开展各类
就业创业指导服务活动。今年
以来，共举办特色就业创业
活动 74 场，其中招聘面试活
动 47 场，就业创业指导活动
16 场，沙龙讲座 8 场，技能培
训活动3场。

提供精准化就业服务。根
据各街镇服务群体的特点和
服务需求，挖掘区域资源禀
赋，提供精准化就业创业服
务。如北新泾街道爱馨苑服务
站，针对辖区内残疾人等就业
困难群体较多的情况，提供

“特别匠人”职业技能赋能、咖
啡烘焙、居家照护等特色就业
培训项目，与助老助残、慈善
救助、智慧康养等多项服务配
套联动。天山路街道金虹桥驿
站，利用自身商圈资源，开展
楼宇企业高校毕业生招聘活
动，为高校毕业生与楼宇企业
搭建对接桥梁。

做好持续性跟踪回访。站
点为每一名求职者建立完善的
实名制跟踪台账，定期通过电
话调查，上门服务等方式回访，
动态掌握就业情况、技能状况
和求职意向，及时提供进一步
指导服务，提高就业成功率。

（长宁区人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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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有声谱写基层治理新乐章

“自从劳务用工模式重塑以来，我们班组的
积极性越来越高。以前听到加班就想跑，现在都
不用盯着，一个个积极地不得了，说白了只要肯
干就有钱，这就是明摆着的动力呀！我就想带着
兄弟们一起越干越好、越赚越多！”江南造船内装
部班组长激动地说。

江南造船是崇明长兴大型现代化造船企
业，更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军工造船企业。在传
统的劳务管控模式中，劳务工按天计酬，劳动
效率低下。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企业考虑推
行劳务用工改革，逐步由江南造船各生产部门
直管的模式进行管理。企业用工模式改革是事
关企业生存发展和员工就业稳定的大事，依托

“致和·劳动法律诊所”，崇明仲裁和局执法大
队多次“联合上门问诊”，讲解改革涉及到的用
工主体、工作年限、薪酬收入等诸多事关劳动

者切身利益的问题。另一方面，公司直管的工
人数量骤增、人员类型繁杂，企业在处理工人
工资争议、执行规章制度上左支右绌。崇明仲
裁铆定海装企业调委会实体化建设工作提升，
指导公司创立了“江南造船老娘舅工作站”，构
筑多元矛盾化解机制，为企业营造和谐稳定的
施工环境。

自“致和·劳动法律诊所”创建以来，仅2023年
已为180家企业提供答疑服务，发出116份《劳动
用工规范建议书》，在各乡镇举办了10场劳动用
工主题法宣活动。通过开展“致和·劳动法律诊
所”进企业，崇明仲裁与区人社局执法大队联合
吹哨，妥善处置多起群体性劳动争议，精心护航
江南造船薪酬体系改革顺利开展，大力增强企业
依法决策、依法治企、风险防范、合法用工、依法
维权的法律意识。

目前，崇明区招商企业总量位列上海市第三
位，崇明仲裁近三年受理的涉注册型企业劳动争
议案件在案件总量中的占比超过50%，于是诊所
积极探索将服务延伸至注册型企业，通过创新运
用线上会议等形式进行远程会诊，帮助注册型企
业分析发现劳动用工法律风险，有针对性地提出
防范措施，从源头减少劳动争议发生。

“致和·劳动法律诊所”的开设有效推动了法
律服务向基层一线延伸，打造了和企业沟通交流
的平台，打通了便民惠民的“最后一公里”。诊所
结合实际，更加精准地向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法
律服务，满足了群众对法律服务多样化、个性化、
多层次的需求。同时，诊所积极作为将矛盾化解
在萌芽状态，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案件增量，这也
是化解基层矛盾和风险源头治理的有益探索，值
得点赞。 （崇明区人社局）

营商环境

劳动法律诊所护航区域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各区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