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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一对一服务近千人 职业指导师熊晓燕：

一路同行 做职场青年的解惑者

周末晚上，熊晓燕的女儿疑惑地

问：“妈妈，你回家后为什么总在玩手

机呢？”

“妈妈在帮助有困惑的哥哥姐姐

们解决问题。”熊晓燕的解释虽得到

孩子理解。但她因无法全情投入地

陪伴家人，常有些愧疚。“很多受助者

在休息时才有空向我发信息倾诉。

加之部分长期失业青年排斥与家人

沟通，有问题会直接找到我们。作为

倾听者与帮助者，我们不可视而不

见。”熊晓燕说，职业指导师们都是倾

听者与陪伴者。

今年36岁的熊晓燕已经在就业

援助的岗位上工作13个年头了。她

见证了街道就业受助者对职场要求

的变化。以前社区服务对象围绕在

40-50 岁失业社区群体。他们找到

公共就业服务部门主要为找一份工

作。现在，咨询者逐渐从简单找一

份能做的职业，转变为对“乐业”的

诉求。

“不少社区待业青年找到我们，

不是急着找工作，而是来提问题，听

意见的。”熊晓燕说，这对指导师来

说是不小的挑战。职场上有千万个

行业，职业指导师难以全部掌握各

个领域的职场行情。何不引入行

业专家资源进行专业分析？2016

年，杨浦区人社部门顺着这一思

路，面向社会招募了 91 位来自各领

域的青年就业服务“启航”专家志

愿者。熊晓燕在遇到询问区块链、

电子竞技、健身这一类具象化的求

职疑惑时，会“连线”专家志愿者。

通过线上咨询或者线下 1 对 2 咨询

的方式为社区受助者提供精准的

就业帮助。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2018年，力

争帮助8000名长期失业青年实现就

业创业列入了2018年市政府实事项

目。在实现稳定就业的背景下，职业

指导的作用不容忽视。实现更高质

量就业离不开职业指导。在公共就

业服务一线，还有很多像熊晓燕一样

的职业指导师在为社区求职有惑的

人服务。记者从市人社局就业促进

中心了解到，上海各区公共就业服务

机构共有 400 余位职业指导师。他

们为各区居民提供免费职业咨询、职

业生涯发展规划、岗位介绍等多元化

的职业指导服务。

（本篇受访的就业受助者均使用
化名）

熊晓燕（右）在工作室提供专业职业指导咨询。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妈妈回家后为何总在玩手机？”
“青年有问题，我不能视而不见”

青年报记者 陈晓颖

本报讯“熊老师明天下午有时
间吗？我最近找不到工作，很焦躁。”
杨浦区江浦路街道的90后青年王青
给定向对接的首席职业指导师熊晓
燕发了一条微信。熊晓燕看到信息
后忙确认工作安排，回复说：“下午
3-4点可以来工作室聊聊。”这位80
后首席职业指导师熊晓燕说，她在社
区有百余位像王青一样的“家人”。
无论是求职受挫的90后“海归”还是
缺少技能待业在家的 40 岁全职妈
妈，每一位职场有惑者都会从区职业
指导师处感受到专业却不失温暖的
指导服务。

“就业指导工作室”进社区
在上海公共就业服务领域，职业

指导师的模式已发展了21年。在每
个区，职业指导师会提供专业职业指
导咨询，以帮助更多长期失业人群走
向社会和岗位。随着实践创新，越来
越多年轻职业指导师成为上海公共
就业职业指导环节的中坚力量。熊
晓燕就是其中之一。

身为国家一级职业指导师、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国家二级企业培训
师的熊晓燕目前任杨浦区就业促进
中心（杨浦公共人事服务中心）首席
职业指导师。2017年 5月24日，她
和同事孙海芳分别在杨浦区就业促
进中心设立了以指导师名字命名的
职业指导工作室。这也是杨浦区在
就业服务工作上的突破性尝试。

如今就业指导越发具象化。两
位国家星级职业指导师会请有困惑
的街道青年走入工作室，根据服务对
象的特殊性问题提供“专项化”职业
指导以及职场心理咨询服务。

熊晓燕工作室每周两个全天接
待线上、线下预约的咨询者。一个
月，熊晓燕在工作室会提供80人次
的一对一职业咨询服务。一年累计
服务近千人。在咨询服务对象中，有
一位特殊的“常客”。

28岁女性求职者小灵认识熊晓
燕5年了。对小灵而言，熊晓燕已经
从一名职业指导者变成她亲密的家
人。父亲离世后，小灵又遇到母亲罹
患重病，她便选择在家照顾母亲。小
灵虽想出来就业，但5年来一直没有
合适的工作机会。

熊晓燕当时接待了她，并在五年
里时不时会联系小灵，推荐给她合适
的岗位。

三年前的一天，熊晓燕接到小灵
母亲打来的电话。“我的身体已不行
了，我走后，她的就业问题可以拜托
给您吗？”小灵母亲临终前的托付让
熊晓燕更用心地帮助这位妹妹。经
过多次鼓励与实践，小灵最终成为某
信息中心的网络管理者，现在已经工
作满两年了。

熊晓燕工作室的桌子上摆放着
“党员先锋岗”的牌子。身为党员和
上海市“乐业推广大使”的熊晓燕平
时去招聘会接受咨询，或是去居民家
了解情况时都会在胸前佩戴好党徽
和“乐业上海”的标志章，“党员需要
亮身份。陌生的咨询者看到我们党
员身份后，会更信赖我们。”

除了在工作室提供咨询服务外，
她日常还需要“走出去”。

“高校是我们区就业服务的拓展
领域。”熊晓燕介绍说，2018年1月
15日启动的杨浦区‘领’先职涯——
高校毕业生就业助力项目将高校毕
业生纳入重点就业援助体系。如今，
公共就业服务已不仅限于关注社区
青年，还通过进校区、园区、营区、监
区，延长服务半径。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职业指导师给街道待业青年不

仅仅是一份工作，还是引导他们勇敢
地走出家门，学习简历、面试、求职技
巧，更加自信地走向社会。熊晓燕介
绍说，2016年杨浦区就业促进中心
开拓的“链式服务”旨在通过实地演
练等方式，培养社区长期失业者有能
力、就好业。

“链式服务”指的是将政府购买
服务中的就业训练工场、职业指导+
心理咨询“双指导”、启航导师公益服
务、陪伴式就业服务等特色项目与日
常公共就业服务“串联”到一起。受
助青年根据其自身情况，可按顺序或
有选择性地进行就业培养。

据就业训练工厂场负责人朱江
慧介绍说，工场类似于一个模拟公
司。多数启航青年可以在信息部、组
织部、市场部中锻炼职场能力。陈多
在就业训练工场中主动承担了“员工
培训”的任务。在这过程中，观察的
导师发现了他的培训特长，并鼓励他
强化技能。配合办公自动化的培训
与熊晓燕的岗位推荐，从就业训练工
场中毕业的小陈最终成功应聘到客
服中心培训运营助理的岗位。到目
前为止，杨浦区青年就业链式服务累
计帮助了地区400多名启航青年走
出家门，步入职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