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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颖是沪上一位普通健身达人，
也是青年创业者。今年，她身上还多
了一个标签——杨浦区启航导师志
愿者。

为全面扶持长期失业的启航青
年就业，杨浦区在2016年 3月启动
导师招募，从107名职业指导专家、
人力资源管理专家、企业家等报名者
中，选拔聘任了73名志愿者。陈颖
就是今年杨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聘任的青年就业启航导师志愿
者中的一位。

2015年开始健身的陈颖可谓是
一位“正能量”姑娘，常在朋友圈里
发一些坚持运动合理饮食的状态。
如今的她瘦身成功，合理的运动还
带给她令人艳羡的腹部马甲线，她
也因此成了公司的健身督教。“在面
试志愿者时，我也用运动这一点打
动了杨浦区启航导师的面试官，我
希望用自己瘦身的故事作为切口，
为社区长期待业的青年们带去激
励。”陈颖介绍说，加之自己有人力

资源管理的经历，辅以个人经验能
力，为杨浦区的青年提供服务。

陈颖所在的志愿者微信群里，每
天时不时地会“冒出”几条高质量的
岗位信息。“大家看到身边的好岗位，
第一时间都会想到帮扶的长期待业
青年。”第一手的求职岗位信息总会
早早地投递到待业青年的手中。据
陈颖介绍，为了让受助青年更“掏心
窝”，志愿者多通过私下面对面聊天
的方式，与之沟通就业问题。

今年6月底，社区青年杨燕与陈
颖结对，经前期培训以及面试辅导，
小杨最近找了一份文职工作。“即使
到这个时候我也不能放松。”陈颖介
绍说，长期待业青年刚进入新工作的
前三个月，需要熟悉环境，可能容易
焦虑，并有换工作的可能性。“所以志
愿者还将与他们保持三个月的互动
联系，来帮助青年尽快适应职场，实
现稳定就业。”陈颖认真地说。

73位志愿者群体中，有健身教
练、心理学专家、企业高层……杨浦

区促进就业中心对志愿群体的要求
是不论岗位，不论年龄。20多岁的
创业青年、年近60的职场“老法师”
都在就业志愿群体中发光发热。这
些志愿者不仅历经层层筛选，在上岗
前，还要经过一番专职培训。怎样介
绍工作，怎样的工作更适合社区青
年，在一本37页、厚达1厘米的《杨
浦区青年就业启航导师志愿者服务
手册》里，详细梳理了辅导流程、访谈
记录、相关服务项目介绍等内容。每
个志愿者都需要学习怎样制定一对
一的辅导方案，怎样把握青年的特征
进行岗位推荐。据了解，目前73名
志愿者直接按照区域与各街镇的青
年启航人员进行结对，组织“一对
一”、“一对多”、“多对一”等多种形式
的指导活动，发挥启航导师各自的资
源优势，与社区的86位青年结对。

据杨浦区就业促进中心工作人
员介绍，这一支引入社会力量的启航
导师队伍作为杨浦区就业服务链条
的重要一环，发挥着新的带动作用。

健身教练客串杨浦区启航导师志愿者

“链式服务”引导青年安定乐业
健身教练带启航青年

打造优秀自我，克服职场困
难——听上去有些新奇的
就业辅导模式，在杨浦区收
获了成效。近期，来自沪上
各行各业的“启航导师志愿
者”与杨浦区86名启航青
年结对，指导他们逐步实现
稳定就业。2016年，启航
导师志愿者一对一的结对
服务辅以“扬帆心驿站”、

“就业训练工场”、“商务模
拟公司”等链条式的启航项
目，帮助杨浦区400多名启
航青年走出家门步入职场。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晓颖

经由谈心、针对性指导的社区长
期待业人群，通常会参与到就业训练
工场与商务模拟公司这个环节。

待业群体往往“家里蹲”超过半
年，作息习惯、工作方式远不及职场
要求。从2014年起，启航青年可以
在就业训练工场与商务模拟公司

“朝九晚五”地工作3个月。真正适
应环境后，启航青年才能更快适应
现实的工作环境。

“待业人员多倾向于选择稳定的
文职工作，可他们的岗位技能多有
缺。”据上海巴伐利亚职业技能培训
学校校长朱江惠介绍，启航青年进入
商务模拟公司里“工作”，可体验文职
类岗位，并与巴伐利亚在全球的7500
家模拟公司做生意，进入真实职场环
境模拟锻炼。进入模拟公司后，启航
青年按个人能力和诉求选择财务、人
事等文职类岗位。

在巴伐利业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每位青年都会参与其中进行日常运
营维护工作。这可不是过家家。每
个公司共有100万欧元的模拟运营
经费。参与的青年团队在工作中要
动用专业技能、职场软技巧，维持公
司运营。在职场老师带领下，参与
青年每天下班前还需分析一天工作
中的收获和遇到的问题等。

就业训练工场也是针对待业青
年提供的模拟服务。信息部、组织
部、市场部的设置包含了多数启航
青年的职业发展方向。往往一个

“小公司”内有来自本区的40-50位
青年。同龄人间互相交流工作，比
长者单纯说教更加轻松自在。据介
绍，参加就业训练工场的杨浦青年
若符合条件，可申请每个月2152元
的生活费补贴，相当于沪上普通外
企的实习工资。到目前为止，杨浦
区共有约200人参与就业训练工场，
就业率达到81%。

“工作上的烦恼，除了和爸妈说，
现在也可以找专家说了！”针对街道
长期待业人群，杨浦区江浦街道扬帆
心驿站提供了心理咨询和职业指导
服务，向街道社区的失业人群敞开怀
抱。每个周一、周三下午，两位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都会坐镇江浦街道，
免费为有倾诉需求的青年待业人群
提供一个小时的解答。

聊童年、讲就业过程中的困惑、
分析为什么选择离职，在工作日的心
理咨询室里，一对一的咨询打开待业
人群心扉。“为什么我找不到文职类
的工作？”有强烈求职意愿的张文（化
名）今年主动找到了心理咨询师戴文
强。只想从事“稳定、收入高、离家
近”的文职工作却屡屡受挫，小张不
知如何调控自己的情绪。“聊天发现，
他追求稳定工作的非理性心态，与幼

年时缺乏安全感有关。”戴文强一步
步了解他的童年故事，从面试环节入
手调整了张文的交流障碍。

在张文接受完心理咨询后，主要
负责职业指导的孙海芳老师接手，针
对他客观存在的心态，调整职业指导
方向，并在今年为张文介绍了新江湾
城街道的网格化管理员一职，找到心
仪工作的张文如今已稳定就业三个
月以上。杨浦区首席职业指导师孙
海芳对这一环节“点赞”。她说，“以
往不理解部分启航青年本身不适合
做某一工作，却执意坚持，他们在求
职过程中往往存在心理等问题，我们
职业指导时没有深入了解他们内心
的问题，了解他们职业诉求产生的根
源，看似成功的职业介绍往往伴随着
不稳定就业。”有了第一步的心理咨
询，现在给启航青年指导时，就能“对

症下药”。目前，扬帆心驿站项目已
在杨浦区的江浦、五角场、长白、殷行
四个街道和杨浦区青年就业训练工
场场地内正式运作。

了解待业群体内心所想，就业
服务才能做好做精。如今不少 80
后、90 后年轻人待业在家，他们个
性化的就业诉求挑战着职业指导
工作。杨浦区 12 个街道的劳动主
任们为了打好“心理战”，自2015年
起，每年都会针对启航青年对岗位
不同诉求进行集中培训。

杨浦区就业促进中心还邀请专
业的心理指导老师加入进来，给三百
余位社区劳动主任分析近年来遇到
的新案例。每个街道社区的劳动主
任再将合适的岗位“进家入户”，对失
业群体做好贴心且专业的就业服务
工作。

周末

和全球7500家公司
“谈生意”

杨浦区基层劳动主任在接受培训。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健身教练、企业高管志愿扶持就业

工作日 专业心理咨询师入驻“扬帆心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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