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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适合你家小囡的岗位，
来街镇了解一下吧。我们还有简
历、面试、职场适应等方面的讲座。”
为做好职业介绍服务，宝山区的职
业指导师需要每天“挖空心思”，想
办法把“宅”在家里的未就业人群

“请”出来，诸如通过上门沟通、举办
就业体验活动、线下指导等方式，
2013年宝山区将公共服务资源加以
整合，在区级层面打造了“助飞”职
业指导工作室。今年上半年共开展
43场各类主题活动，28场专题培训
讲座，13次企业参观行。

3年试点下来，已形成品牌的“助
飞”行动帮助不少待业市民稳定就
业。王曼华的女儿就是其中一位。其
女儿有财会证书，跳槽后因年龄偏大、
交际能力弱，半年时间里被企业人事
屡屡拒绝。王曼华和女儿着急地来到

“助飞”工作室求助。“助飞”工作室的
首席指导师俞国兴帮助她调节心态、
推荐岗位，在一个月内引导她找到了
适合的工作。从中获益的王曼华亲切
地称首席职业指导师为“政策忠诚执
行者，再就业的贴心人，老百姓的解困
人”。位于宝山区就促大楼的“助飞”
工作室也成为当地市民就业咨询的参
谋站。诸如求职入门指导、难点答疑
解惑等事项都在这间工作室进行。“助
飞”运营3年来，俞国兴手写的“助飞”
咨询台账，已经装满了21个档案袋。

“在招聘会上不知如何面试的青年，

也会来我这里聊一聊。”
为更好地推广复制这一模式，

从今年10月开始，宝山区12个街镇
打算将区级公共就业服务的品牌项
目——“助飞”工作室引入社区。加
上宝山区职业指导工作室、上海大
学生涯辅导工作室和“大居”指导服
务工作站，“助飞”工作室今后将在
宝山区建15处分站。

据介绍，区级两位首席职业指导
师和四位职业指导师将组成团队
具体负责分站服务工作。从今年10
月起，宝山区六名职业指导师每人
都会“定点服务”两个街镇，实现全
区覆盖，将专业的就业服务与指导

“送上门”。街镇的待业者不仅可以
体验原有的就业活动，还能在家门
口的“助飞”工作室接受专业的职业
咨询和指导。

区级职业指导师还会在此时间
段，对街镇就业援助员进行培训。“近
期，不少90后青年加入到宝山区街
镇担任就业援助员。”宝山区首席职
业指导师李弘观察到，青年就业援助
员一改往日阿姨妈妈热情介绍岗位
的传统做派，和待业青年们通过共同
话题交流，想方设法帮待业青年到职
场找工作。“但他们的专业力量依然
不够。”李弘希望，活跃在街镇的就业
援助“潜力股”可以在“助飞”平台上
学习到职业指导“老法师”们的工作
经验技巧。

宝山区将启动“万人助飞”计划

立体服务平台“助飞”万名待业者
因个人综合素质、家庭就业观念矛盾、个人心理障碍等多方面原因，许多长期待业人群宁可选择“家里蹲”，也不愿出来工作。宝

山区首席职业指导师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贴心的岗位推荐配上精准的职业指导，才能标本兼治。今年，宝山区就业促进中心
启动“万人助飞”计划，未来3年，将从定点帮助、精准指导、信息化服务三方面，服务万名待业者。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晓颖

服务、创新，这两方面在公共就业
服务中缺一不可。宝山区在公共就业
服务的信源端与企业端相加合并的基
础上，创新性地应用“职乐通”平台端
联系两者，让企业岗位和人力资源

“1+1”的效果大于2。
“职乐通”平台端是一台一人高、

带着触摸屏幕的立式机。使用者通
过点击，在线上完成基本信息的采
集、职业能力测评、职业倾向测试、
MBTI职业性格评价等测试。市民可
以使用终端机在线获得简历制作、求
职准备、面试技巧等方面的指导，并
通过终端进行岗位搜索和推介。

今后，这一系统有望把街道求职

者的信息“上网”贯通。如此一来，居
民在街镇接受就业服务后，区级就业
服务中心不用复述情况，即可获得高
效快速的服务。通过一台智能系统，
职业指导数据库也将有效地搭建起
来。今后，职业指导服务和后续的服
务流程可以进行有效衔接，不同层级
的就业服务机构，对所覆盖的服务对
象的服务信息进行共享，以进一步提
高服务质量。

据宝山区就业促进中心工作人
员介绍，下一步他们将全面提升公共
服务，用“1+1>2”的能效实现更高质
量的就业。力争在三年内，全面覆盖
辖区内的万名待就业人群。

若面向全部宝山区市民开一场
职业指导分享会，在400余平方公里
的区域内，很难选出一个覆盖面最广
的活动地点。不过，互联网和手机终
端可以突破地域限制，把职业指导服
务及时精准地传递出去。

今年，宝山区就业促进中心工作
人员做了一套求职“微课程”。市民
通过微信平台，上传自己感兴趣的话
题内容，可以在手机端获取职场经验
和分享指导。经验分享者则是区级
职业指导师和就业服务专家。

在大学生就业服务方面，宝山区
就促工作人员也“微”了一把。他们
在上海大学校园内，放了一台在线
O2O微终端机。这一信息化的平台叫
做“职乐通”。大学生们可以不出校
园，通过触摸屏操作，实现人机对话

的职业指导服务，自助完成职业素质
测评、求职情景模拟和求职技巧学
习，还能通过终端快速匹配宝山区的
合适岗位。据介绍，今后的“职乐通”
设备还将拓展线上预约和线下指导
的服务。

近期，宝山区就业促进中心还打
造了校企“U2E”（U 指 University 高
校，E 指 Enterprise 企业）合作新模
式。加强校企合作，宝山区就业促进
中心盘活手中的企业资源，开展校企

“面对面”、企业“对对碰”活动和接触
“零距离”活动，为学校、企业搭建合
作交流平台，提高人岗匹配率。

今后，公共就业服务的需求主体
将转变到以青年大学生为主。工作
的新焦点也会放到对高校毕业生的
职业指导上。

“公共就业服务，也讲究万众创
新。”据宝山区职业介绍所葛定业所长
介绍，今后宝山区就业服务将引用科
学分类的职业评价模型，将原先“一刀
切”的就业服务变得“用力精准”。

今后，宝山区将创新性地在“分
类”、“分级”基础上，探索建立区职业
指导工作分层服务的流程。相应地，
宝山区就促工作人员也将用阶梯式
职业指导队伍，制定各自的服务职责
和服务标准，从而搭建供需对接平
台，使就业帮扶更加精准。

下阶段，宝山区就业促进工作人
员还将聚焦职业指导分析工作，将零
散、单个的职业指导服务案例信息进
行整合，汇编成职业指导案例集。在
大数据时代下，所有案例还将按年
龄、学历等指标预测建模，归纳形成
更科学更有针对性的职业指导服务
指南。宝山区就业促进中心还会将
职业指导服务和后续的服务流程进
行有效衔接，建立职业指导服务的

“大数据”。同时，不同层级的就业服
务机构，对所覆盖的服务对象的服务
信息进行共享，以进一步提高服务质
量和有效性。

在专业服务上，宝山区就促打算
探索建立宝山就业专家志愿团，招募

建立一支在各领域学有专攻、思路开
阔并热心于就业公益服务的人士作
为职业指导师队伍的补充力量，从而
满足社会大众对职业指导更高质量
和层次的需求。此外，通过“就业专
家”，可以拓展宝山区招聘岗位来源，
承担部分职业指导服务工作人员的
培训和能力提升工作。

全面提升公共服务
“职乐通”平台端让“1+1>2”

手机上开网络“微课堂”
大学里试点“微终端”

12街镇搭建“助飞”平台
6位专业职业指导师“入基层”服务

创新分层服务 搭建供需对接平台
助力精准就业帮扶

青年求职者在试用“职乐通”终端机。 受访者供图

宝山区青年在咨询职业发展情
况。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