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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动态

事业是很多人自信和价
值感的来源，如果能在就业关
口碰上一个好的就业指导老
师，为从学校到社会茫然不知
所措的高校毕业生们，给予一
点支撑，无论是帮助他们渡过
难关，还是通向更加光明的未
来，都很有必要。

就业指导老师可以是学
校的专业教师，也可以是身边
眼界宽广、经验丰富的亲友，
对今年6月毕业的小蔡而言，
她的就业摆渡人是崇明区人
社局的“家人们”。

小蔡母亲因身体原因无
业在家，父亲是就业困难人
员，由公益性岗位托底就业。
在就业方面，因小蔡坚定回崇
明，大学的就业指导老师鞭长
莫及，父母也没有能力给出好
的建议，小蔡已经做好了摸黑
上路的准备。决心虽已定，但真
正实施起来并不容易，自己的
专业对应的是哪些企业？如何
通过简历获得面试的机会？面
试又怎么能尽可能地成功？学
历不占优势的自己到底具有怎
样的竞争力？

2024年7月，崇明区人社
局建立了局领导结对助力高
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机制。区、
镇两级联动，成立由局领导班
子牵头，乡镇分管领导协助，
就业科、就业促进中心等相关
科室部门业务骨干为小组成
员的结对助力工作小组，明确
目标任务，压实责任分工，形
成结对包干、责任到人的工作
体系，确保各项助力举措落实
落地，推动毕业生实现早就
业、好就业。

在结对助力过程中，小蔡
提出希望人社工作人员能陪
她去实地看看企业，并且针对
性地为她制定面试方案。“我
的其他小姐妹会有家长陪着
去面试，现在人社的姐姐就好
比是我的家长，帮我一起去把
把关、掌掌眼，我很安心。”聪
明的小蔡获得了不少企业的

认可，最终她选择接受了一家
崇明老字号广告设计企业的
offer，从事助理设计师一岗。
这个工作不仅与她数字传媒
的专业对口，也离家不远，小
蔡非常满意。

本次结对助力的对象是
有就业服务需求的2024届崇
明籍困难高校毕业生（主要为
零就业家庭、低保家庭、低收
入家庭和重残学生等）。之所
以要结对助力，是因为困难高
校毕业生需要更进一步的就
业帮助，这些帮助不仅仅限定
于推送政策信息、优先推荐岗
位、个性化职业指导以及提供
培训见习等，还包括贴合度更
高的关心关爱，从求职过程中
的小问题解决到面对挑战时
的心理疏导，似乎都考验着人
社工作人员的共情能力及沟
通技巧。但崇明区人社局的工
作人员却说：“孩子们虽然阅
历和认知有所局限，但都有走
出困境的意愿和潜力，我们需
要唤起的是他们本就具有的
主体性和超越性。”

对比传统意义上的就业
帮扶，结对助力是让这些高校
毕业生被看见、被理解，让他
们知道自己被关心着，有人和
他们同一战线，将会陪着他们
一起渡过难关。

小宋也是结对的一名高
校毕业生，大学学习酒店管理
运营专业。经崇明人社工作人
员推荐前往本镇一家公司参
加见习。这家公司的负责人
倪老师，是上海市创业指导专

家志愿团崇明分团的一员，在
与小宋的接触中，热心细致
的倪老师发现小姑娘非常愿
意吃苦耐劳，是个做餐饮管理
的好手，与其在自己的公司参
加见习，还不如推荐她去更对
口的单位就业。

在与小宋面对面交流后，
了解到小姑娘内心也非常希
望能去市区闯一闯，但市区高
额的租房费用，让她有点望而
却步。倪老师知道小宋真实想
法以后，马上帮她联系了一家
曾经有过合作的位于杨浦区
的餐饮管理企业，并和崇明人
社工作人员一起对小宋进行
了面试指导。几天后，人社工
作人员和倪老师专门驱车将
小宋送去杨浦面试，勤劳的
小宋被成功录取，当即就办理
了入职。这家公司包吃包住，

“崇明送亲团”陪同小宋查看
了宿舍环境，为她购买了新的
被褥，并嘱咐小宋安心工作，
等学好本领再回岛建设家乡。

“从开始结对，到打开心
门，畅所欲言，再到‘我们一起
搞定’……就业路上我们的存
在或是能帮他们减少自我怀
疑，或是能让他们自信踏进面
试间，不管是多大的正反馈，
只要他们出现好的转变，就为
我们就业促进工作带来充盈
的意义感和满满的动力！”崇
明区人社局工作人员将始终
如一、一如既往地做好高校毕
业生的“树洞”和“登山杖”，在
他们的求职路上一路随行。

（崇明区人社局）

（上接头版）
上汽集团培训中心总经理

蒋建华说，“去年，上汽集团、
同济大学、上海南湖职业技术
学院牵头成立全国智能新能源
汽车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
建立运行机制、构建人才培养
体系、打造高水平教科研型双
导师师资队伍、搭建技术创新
平台、开展社会服务等方面开
展深度合作。今后，我们将通过
产学研一体化项目，培养更多
高素质、复合型智能新能源汽
车行业技术技能人才。”

上海南湖职业技术学院在
优化专业设置、推动校企合作
等方面的努力，上汽集团在构
建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复合型
人才方面的探索，是多年来上
海市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体系深
化融合之功、集纳多方之力、紧
扣产业大势的缩影。上海市不
断加强和行业主管部门的统筹
协调，联手大型企业、专业院
校、培训机构等各方力量，深化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积极打造
政府主导、企业主体、校企贯
通、多方参与的上海职业技能
培训工作新格局。

“接下来，我市将以人社部
授权建立‘国家公共就业服务

区域中心（上海）’为契机，探索
技能人才培养、评价、使用等一
系列制度创新，为全国破冰探
路。”杨佳瑛表示，“围绕产业发
展需求和人民生活需要，特别
是要聚焦‘高精尖缺’技能人才
培养和养老、托育、医疗护理等
重点领域，突出急需紧缺，深化

‘一业一策’，提升技能培训质
效。在技能人才多元化评价、技
能等级认定等方面加大放权赋
能力度；在给予企业更大自主
权的同时，配套相关技能人才
服务保障政策。”

徜徉技能海洋 磨砺匠心巧思

在上海市黄浦江畔、杨浦
大桥边，镶嵌着一颗“智慧瑰
宝”——世界技能博物馆。从
精巧绝伦的手工艺品到高科
技智能制造的展示，每一项技
能、每一件展品，都凝结着工
匠惊人的创造力与不懈的探
索精神。

“开馆以来，我们致力于发
挥博物馆技能教育、职业培训

‘第二课堂’的作用，对标最高
标准、最好水平，打造一个‘人
人能参与，人人能体验’的精艺
之作。”世界技能博物馆馆长
杜娟说，“我们将组织更多工匠

活动，通过搭建技能体验工坊，
吸引更多青少年关注技能、热
爱技能，将博物馆打造成为青
少年技能培养教育基地。两年
后，第 48 届世赛将在上海举
办，我们计划与世赛筹备团队
联动，大力弘扬技能文化，加大
与世界技能组织及成员组织合
作，促进国际交流互鉴。”

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二层，
矗立着一面熠熠生辉的世赛奖
牌墙。这面墙是技能赛场荣耀
时刻的见证，是对全球技能精
英的最高致敬，记录技艺传承
的辉煌历程。它仿佛时间的织
锦，承载着众多能工巧匠的拼
搏和梦想。从古老的铜质奖章
到现代设计感十足的奖牌，每
一枚都诉说着关于挑战、超越

与胜利的故事。
“站在奖牌墙前，我们感觉

肩扛重担，未来定不负使命，为
国家培育更多优秀的技能人才
贡献自己的力量，激励更多人
走上技能成才之路。”第 47 届
世界技能大赛工业 4.0 项目金
牌选手、“阿尔伯特·维达”大奖
获得者谢辉铉、卢俊威说。

车身修理项目金牌选手
朱俊峰、物流与货运代理项目
金牌选手周雨欣表示，“过往的
求学和成长经历，让我们切实
体会到国家对技能人才培养的
日益重视。以前，用人单位更看
重求职者的学历。如今，企业更
青睐掌握一技之长的人才。我
们将继续努力，坚定在技能道
路上不断追求卓越的信念，成

为行业内佼佼者，为社会做出
更大贡献。”

锤炼强国之技，这是总书记
对新时代新征程技能人才培
养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不负
殷切期望，上海市正以奋发有
为的探索实践，积极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接
下来，我们将以筹办第48届世
界技能大赛为契机，学习先进
经验、对接国际标准，发挥世
赛对我国技能人才培养的溢出
效应。以世界技能博物馆为平
台，举办更多面向全球青少年
的技能教育活动，不断提升世
界技能博物馆的服务水平，吸
引更多劳动者尤其是青少年体
验技能、热爱技能、学习技能。”
杨佳瑛说。（中国劳动保障报）

高校毕业生：就业路上想要的是“树洞”和“登山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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