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0后陈颖是上海恒烨
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在成为“乐业上海”就
业服务专家志愿团成员前，
她就在杨浦区成为了启航
青年“结对子”的帮扶志愿
者。她曾帮助一名超重的
启航青年顺利减肥并重拾
就业自信。在加入志愿服
务的三年来，她每个月都会
对接街道启航青年聆听他
们的就业困难与诉求。

“这三年，我提供就业
服务年龄最小的对象是
1996年出生的。”面对普遍
年轻化的就业困难群体，陈
颖观察发现，有不少就业困
难者难以在求职过程中表
达、展示自我。就业服务过
程里，她会充当模拟面试官
的角色，与受助青年人模拟
求职经历，从而针对性地提
出改进意见。

除此之外，她关注到一
些职场人也会有起起伏伏
的职场变化。“我个人也因
为家庭、职业选择变化过几
次岗位。”陈颖因此在岗位变
迁方面有更多指导经验。
陈颖在5年前健身后发掘了
自己对健身行业的热情，并
在这两年加入健身品牌工
作，成为其中的一员。她对
青年群体建议，在明确各个
阶段自己对工作的具体诉
求后，职场人可从兴趣出发
进行职场转型。

陈颖

“无论从事什么
行业，职场人都需本
着吃苦耐劳的精神
坚持不懈。若碰到
难点阻碍就放弃，很
难从职场中找到个
人发展方向。”

2019年5月10日星期五
责任编辑梁超业 美术编辑谭丽娜B04-05 乐业·专题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奋
进
·
奋
发
·
奋
斗

专家导师助青春扬帆 就业服务让梦想启航

青年就业
问题青年解。
在“乐业上海”
就业服务专家
志 愿 团 队 伍
中，有不少在
人力资源领域
从业多年的青
年资深人力资
源专家。他们
通 过 自 身 经
历，为上海市
求职有惑的专
家群体提供就
业帮扶指导。
在16个区就业
促进中心，专
业的职业指导
师们也从青年
求职、转型等
各个角度提出
青年建议。
青年报记者 陈晓颖

“乐业上海”就业服务专家志愿团

上海方朋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总经理郭涵芳是首
批“乐业上海”就业服务专
家志愿团成员。作为一名
了解跨企业、社会组织和
政府事业的职业发展专
家，她会结合咨询者实际
情况提出个性化建议。除
了指导咨询者用好现有求
职途径外，她也积极帮助
咨询者在个人人脉圈里，
获得更多的就业或者转型
机会。

谈到青年人群就业的
话题，她对不同年龄段划
分了青年常见的就业困
惑。“刚毕业大学生因为缺
乏社会职业经验，常对第
一份工作是否适合自己感
到质疑。”对工作10年左右
的青年群体，郭涵芳在咨
询中发现他们会因是否转
型而迷茫，“对于这类咨询
者，我建议他们将兴趣能
力的长远发展放在择业首
位因素，要避免成为只是
为了一点点工资增长就变
成‘职场跳跳族’。”郭涵芳
表示，35 岁左右的青年职
场人选择跳槽、创业都要
谨慎，“每个人在工作中都
会遇到困难，企业招募管
理者常更希望是一个35岁
以前职业稳定者。”

郭涵芳

“我总和就业者
说，职业选择没有绝
对的对与错，与其追
逐自己都看不清的梦
想完美职业，不如脚
踏实地塑造属于自己
的职业未来。”

“如今90后、00后步入
职场的青年人有着很高的
社会发展起点。他们使用
现代技能手段更充分，遇到
的机会比我们80后这一代
多了不少。”作为资深人力
资源从业者，上海金山资本
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
源部副经理王栓柱谈到青
年 人 群 就 业 时 表 示 ，在
2016年加入了“乐业上海”
就业服务专家志愿团后，他
在为年轻咨询者解答就业
困惑时观察到当下青年群
体有先天优势，但对求职有
惑者来说，他们更需解决

“三不”的心理状态。
“很多咨询者对自我

认识不清晰，不了解自己
的特长和兴趣，没有自己
的职业发展规划，跟他人
盲目攀比岗位导致择业盲
从；也有一些缺少主动求
职的愿望，不敢、不愿、不
主动去找一份适合自己的
工作。‘三不’状态容易让
求职者在求职时迷茫、求
职积极性低。”王栓柱从人
力资源从业者角度分析，
在提高职场能力上，青年
人群要形成良好的自我认
知，了解当前自己内心的
真正兴趣在哪里，检验这
个工作是不是你目前真的
喜欢的可靠标志是——在
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前提
下，即使你无法从这份工
作中获得一分钱的报酬，
也愿意继续干下去。

王栓柱

“在与青年职场
人接触过程中能明
显感受到，青年群体
总体处于乐观向上
的状态。你能看到
他们表情里透露着
蓬勃的朝气。”

蔡日月是上海民航职
业技术学院的一名专职心
理老师、国家二级心理咨
询师。2017年加入“乐业
上海”就业服务专家志愿
团后，他以心理学为理论
取向，在讲座、招聘会指
导、心理咨询环节给更多
辖区里的长期失业青年提
供帮助。作为一名高校教
师，他在课上、课下对青年
的求职心理予以关注，“如
今有更多90后进入职场，
他们在选择工作时会更注
重自己的体验与感受，自
我满足还是适应环境这个
比重正在向自我倾斜，当
然也有一些青年在这样的
选择中遇到困难。从就业
方向来看，现今的青年求
职者自主选择的意愿也越
来越强。”

蔡日月老师在咨询
中，一直秉持倾听的原则，
针对迷茫的求职者努力理
解他们的困难。蔡老师也
指出，“认识自己总是一个
漫长的过程，我们常常是
通过身边人的镜印来了解
我们自己，但是在不少孩
子的成长环境中，由于父
母或者身边的养育者缺少
回应或者过分的苛责，无
法产生一种稳定的自信和
对 自 己 的 更 客 观 的 认
识”。所以在咨询中，蔡老
师也常常会用到OH Cards
潜意识投射卡，通过让求
职者挑选一张牌来代表自
己，求职者常常会产生对
自己不同的理解，发掘自
身优势。

蔡日月

“通过心理动力
学的视角，我们注意
倾听就业困难的来源
以及此行为背后的意
义。从而将在职场摸
索中‘溺水’的青年人
‘托起来’。”

“乐业上海”就业志愿
专家团成员、宝钢发展有
限公司职业健康公司人力
资源管理倪强自2016年加
入专家团成为其中一分子
后，几乎每个季度都会为
区域内的青年求职者提供
一对一的就业指导帮助。

对有人力资源领域从
业十余年经历的倪强而言，
志愿就业服务是“换位思
考”的过程。“我们先与就业
有惑群体沟通他们遇到的
实际困难，再换位思考，为
咨询者设想如果我在这个
状态中会采取哪些方案解
决问题。最后，我们从面试
官角度为求职者提出建
议。”倪强表示，前来咨询他
的待业者如今多在35岁左
右，属于青年群体。他们其
中既有就业意愿不强烈者，
也有缺少专业技能、职场竞
争力不强的青年人。“用工
单位希望求职者越来越优
秀，求职者则希望待遇越来
越好。”倪强表示，在这个落
差中，求职者这一方更需要
强化自身能力以缓解职场
中“飘”的情况。

倪强建议，青年人在
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
更要关注自身职场竞争
力，成为多能力、多面手
的“斜杠青年”，从而把握
机遇脱颖而出。此外，保
持阅读的习惯，提升兴趣
点也是他对青年职场人的
建议。

倪强

“对青年群体在
自身发展过程中，
我们应该多一些包
容、多一些引导，帮
助他们在就业这条
路 上 不 断 调 整 前
行。”

“我们在做职业定位
的时候，价值观是一个重
要的考虑因素。”在2019
年东方讲坛职业生涯讲
座上，徐汇区首席职业指
导师丁洁向青年大学生
听众们分享着她对青年
大 学 生 职 场 发 展 的 看
法。丁洁分析说，求职的
价值观指的心仪工作所
满足的要素。她建议青
年大学生群体在做职业
定位前将自己认为好工
作的条件全部罗列在白
纸上，“之后告诉自己不
可能完全满足，我必须删
掉 三 条 ，删 完 三 条 再 三
条，最后剩下的那一到两
条其实就是你的最主要
的求职价值观。”

当找到了合适的工
作后，不少职场人也会遇
到职业倦怠期。对此丁
洁结合十余年职业指导
经验建议说，一是在工作
中不断给自己树立眼前
容易实现的岗位目标；二
是在前辈或是指导师帮
助下，结合自身经历有效
规划职业生涯，再进一步
调整、执行。

丁洁

“大学生可以从
一个职业定位开始，
一步一步实现自己最
后的职业生涯发展。”

“很多青年在踏入职
场前都怀着美好的职业理
想 ，或 者 是 精 英 式 的 奋
斗。”武亭是杨浦区首席职
业指导师，她在为青年人
群提供就业指导时观察
到，不少青年人涉入职场
后，原先的期待和预估的
困难超出了设想和内心的
承载，对职场前景产生忧
虑 、对 自 我 能 力 开 始 怀
疑。随着青年人员学历的
不断提升，只是一份有收
入的职业显然已不能满足
青年追求更高质量、更体
面就业的实际诉求。

“青年群体不能仅满
足于校园的知识和教育，
需要在岗位的胜任力等方
面，不断接受继续教育、提
升核心能力、重塑自我竞争
力，反哺职业、开拓发展。”
她建议青年人关注自身提
高的同时，处理好职场的舍
与得。“在羡慕他人光鲜的
同时，也需要看到‘得’背后
的‘舍’。在实现职业理想
的过程中，萃取自我优势，
更新知识内核，明确职业价
值观范畴内的舍与得，坚定
追求，站在未来看现在，尽
可能做到近期收益和长期
收益的平衡。”

武亭

“扎实地打磨技
能、持续增长综合才
干是青年实现职业理
想的路径、也是捷径。”

“方向指引前行的道
路。”静安区首席职业指导
师孙一蕾谈到青年树立理
想时表示，从指导阶段来
看，大多数青年求职者会
确立远大的职场目标，但
在实现目标这过程中还需
要他们一步步踏实前进。

在苦练技能方面，她
谈到了耐下性子、脚踏实
地。“在实际工作中，我们
不难发现实际应用和书本
知识无法百分百衔接。部
分青年职场人也会遇到因
工作简单、基础，看不到成
长通道而选择放弃的情
况。但事情不在小，而是
如何去做。从经验来看，
无论做什么样小事，只要
安心去做，做得比领导期
待的好一点点，带来的是
突破和潜在的机遇。”孙一
蕾表示，在苦练技能方面，
需要在小事上积累经验，
厚积薄发。

孙一蕾

“青年朋友最好
有宏观方向，以及小
目标，将工作实际与
课本知识学以致用。”

丁宏杰是浦东新区首
席职业指导师，东方讲坛职
业生涯讲座特聘讲师。采
访丁宏杰时，他刚结束了入
校园的职业指导课程。“如
今青年人的职业探索期比
较短。他们还没来得及了
解就面临职场选择。因而
青年人的职业定位的确是
需要关注的重要方面。”丁宏
杰从业十余年，他从职业指
导角度分析说，“部分青年会
遇到自我认知不清，不知道
想做什么工作的问题。”丁宏
杰介绍说，具体而言，职业定
位迷茫多与自我认知不清、
独立探索能力较差、制定行
动后执行力不强这三个方
面有关。谈到建议，他表示
期望更多青年保持永远在
学习的过程中，“青年职场人
可在岗位中保持时刻学习，
了解区域内经济发展态势
与整体的背景，并关注自己
情绪管理、认知提升、行为模
式的优化。”

丁宏杰

“青年们也需将
职业生涯和人生生
涯相结合，关注各个
角色的平衡性。”

李弘是宝山区首席职
业指导师，国家星级职业
指导师。“作为青年代表的
95后、00后们已经开始踏
上职业舞台，拥有职业角
色。在各行各业中，我们
也看到越来越多的新生代
的青年职场人已经挑起了
企业发展、技术革新、行业
进步的使命。”

她在谈到对青年职场
人的建议时提到，青年求
职者或者年轻的职场人，
也许已经听了特别多的建
议与意见，来自父母、来自
师长、来自领导、来自专
家，“但作为职业指导师的
我反而更想说，打破条条
框框就是青年人最大的优
势，在这样一个高速发展
与变化的时代，别被过往
的经验束缚手脚，别只见
一时的安稳，别只依赖已
知的知识，别在自己的舒
适圈里生活，保持成长型
思维方式，不断突破当下
的自己，站在后天想明天
的事决定今天做什么，未
来是属于青年人的。”

李弘

“青年求职者需
要哪些途径可树立
明确的职业理想、苦
练技能、增长才干。”

职业指导师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我们

关注就业时，也将视野停留在长期失业的启航青年身

上。在稳就业目标下，上海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通过专业的青年职业介绍、

职场专家力量，帮助启航青年们走出家门、走上职场。启航青年群体曾迷茫，曾彷徨，但他们

的职场故事背后，是青年人不服输的努力冲劲，是青年人不畏难的奋斗拼搏。

为启航青年保驾护航

谈到青年就

业，有这样一批青年群体

值得我们关注。

因情绪管理不佳，在岗位

上屡屡失去工作的 35 岁章先生

通过普陀区启航工作室找到了

职业发展方向，重拾了工作

信心；25岁缺技能、无特长

的启航青年小张经过两

个月的岗位分析、适时

岗位推荐、面试技巧指导，找到

了心仪的岗位；因与从小受家人溺爱

及父亲的过度干预而求职屡屡失败的

90后小波在浦东新区职业指导师帮助

下缓解与父亲矛盾，稳定就业……这

些年来，帮助8000名长期失业青年就

业创业已经多年成为上海市政府实事

项目。在职业指导团队、社工团队、社

会各界的“托一把”帮助下，一批批启

航青年走出家门，提升技能，改善心

态，走入职场。

持有英语四级、德语二级、高级网

络营销师、保险代理上岗证等证书的

90 后小波因从小受家人溺爱及父亲

的过度干预，导致求职自主性不强，

屡屡失败。浦东新区的职业指导师

得知辖区内新增的失业青年小波后，

上门找到了他。了解情况后，职业指

导师首先与其父亲陈老伯做了深入

沟通。陈老伯恍然大悟，“我不再强

行干预他工作了。”随后，职业指导师

和小波多次约谈，为其提供个性化的

沟通技巧、面试技能、应变能力提升

等指导。最终，小波顺利入职，成为

仓库管理员。在启航青年就业路上，

公共就业服务者为启航青年们保驾

护航。今年 26 岁的小张也住在浦东

新区，初中学历的他缺少职场技能，

且斗殴等原因对他日后求职录用也

造成了影响。为帮助小张就业，浦东

新区的职业指导师和就业保障员不

断与其沟通，经过两个月跟踪指导和

推荐后，小张逐步树立起正确的求职

理念，找到自己的“职场锚”，成功应

聘了仓库收发员岗位，在职场启航。

青年报记者 明玉君

［公共就业服务］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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