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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就业服务部门——

稳就业托起群众幸福感
□记者 范楚乔

2月份

四场直播带岗招聘会

“职”等你来

运城晚报讯（记者 范楚乔）1月18日，从市
人力资源市场获悉，2月份，我市将通过线上渠
道举办4场“智启未来 职等你来”直播带岗专
场招聘会，为劳动者求职就业和用人单位用工招
聘搭建人力资源供需平台，促进更加充分更高质
量就业。

其中，2月9日（正月初九）、2月12日（正月
十二）、2月16日（正月十六）举办综合类本地用
工企业直播带岗专场招聘会，2月23日（正月二
十三）举办劳务输出外地企业直播带岗专场招聘
会。求职者可搜索关注“运城人才”微信公众号，
进入“运城人才”微信视频号参与直播带岗专场
招聘会。届时，直播间内还将同步推送各类招聘
信息，为求职者提供在线咨询等服务。

据悉，为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与就
业招聘服务工作，市人力资源市场通过网络平台
举办线上招聘活动，求职者可注册登录运城人才
网，查看各企业的招聘信息；也可关注“运城人
才”微信公众号，进入相应页面登记求职信息、填
写电子简历，在运城人才网浏览相关信息。

目前，4场直播带岗专场招聘会的招聘企业
正在报名中。企业可登录“运城人才网”进行注
册，并提供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
章）、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以及电子
版招聘简章，到市人力资源市场（市体育馆一层）
进行现场备案、审核、开通。审核通过后，企业可
在线上发布招聘简章。具体可咨询 0359-
2611306。

全市城镇新增就业5.88万人，农村劳动
力转移就业16.6万人，高校毕业生就业1.5万
余人；14个优势劳务品牌建设成果显著；充分
发挥省外399个外出务工人员服务工作站的

作用……2021年，我市就业服务部门精准施
策，扎实推进各项重点工作，切实促进“稳就
业”“保就业”取得实效，为群众托起了稳稳的
幸福感。

▲外出务工人员乘车出发（资料图）

临猗县人社局

慰问“三支一扶”人员

▲稳就业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运城晚报讯（记者 陶登肖）去年以来，为
吸引大批创新人才入驻，盐湖区成立了“大学生
就业创业基地”，与19所高校成功签约挂牌，与
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达成了合作意向。

该基地设置了创业孵化区、创业加速区、教
育培训区、共享服务区四大区域，同时为大学生
创新创业提供一条龙“管家式服务”。此外，基
地还汇聚了党群服务中心等 11 项公共配套设
施，为大学生创业就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发
展契机。

目前，基地内的创业公司涵盖新媒体、软件
开发等多个新兴行业，带动就业1000余人，其
中，80%为高校毕业生，每年还提供实习岗位
200个。

下一步，盐湖区将持续打造好“大学生就业
创业基地”，吸引更多的高校大学生来此研学
游、创业就业，助推盐湖区全方位高质量发展。

盐湖区

校地合作构筑“大学生就业创业基地”

运城晚报讯（记者 张萌芝）近日，临猗县
人社局召开“三支一扶”人员新春慰问暨调研座
谈会。

会上，“三支一扶”优秀支教代表、支医代表
分享发言，讲述自己在支教、支医过程中的事迹
与感悟。与会领导对“三支一扶”人员这一年来
为临猗县基层工作的付出和贡献给予充分肯
定，并鼓励他们在新的一年里踏实工作、加强学
习、再接再厉、不断进步，为临猗基层教育和卫
生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三支一扶’工
作指导和政策调研，做好各项政策支持和后勤
保障工作，助力我县‘三支一扶’工作持续发展
壮大。”临猗县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说。

“我足不出户就找到了合适的
工作，外出务工更加方便，权益也
更有保障。”2021年9月中旬，盐湖
区居民小曹找到了心仪的工作，踏
上前往江苏省的务工之旅。

帮她找到工作的，是我市人社
部门组织举办的“职等你来 就业
圆梦”劳务输出专场线上直播带岗
活动，共有6.5万人次参与。为满足
疫情期间企业用工需求和城乡劳
动者就业需求，市就业服务中心打
破线下招聘壁垒，加速就业招聘服
务线上化。

依托“运城市人力资源市场
网”“运城市在外务工人员关心关
爱网”，“运城人才”“情系大运城”
微信公众号，以及各县（市、区）网
络宣传平台等渠道，全市就业服务
系统为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提供“全
天候”的网络招聘服务，有效促进
了高校毕业生、农村劳动力、下岗
失业人员等群体实现就业。

就业服务不打烊，线上线下齐
发力。一年来，市就业服务中心着
力抓好省外劳务输出工作，不断加
大劳务输出力度，提升劳务经济。
2021年，通过线下招聘、网络直播
带岗、包机（包车、包列）等形式，全
市城镇新增就业5.88万人，农村劳
动力转移就业16.6万人。

此外，我市还与多地开展跨区
域劳务合作，构建人才交流、信息
交换、资源共享机制，在供求对接、
组织接受、岗位培训、关心关爱服
务等方面共同推进劳务协作，推动
了区域间人力资源合理流动、优势
互补，实现共同发展。同时，我市的
对外（境外）劳务输出已形成一定
规模，全市有328人出国务工。

“近年来，运城各方面都发展
得不错，吸引了越来越多年轻人回
乡创业、就业。”入驻市区理想创业
大厦的大学生创业者刘燿焜说。

在市、区两级人社部门的支持
和推动下，理想创业基地、华曦广
场创新创业基地这两个大学生就
业创业基地，为怀抱创业梦想的人
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平台。

市就业服务中心积极拓宽就
业渠道、强化精准招聘、拓展就业
见习、开展创业大赛、做好困难帮
扶，积极对接人力资源公司和本地
企业，吸引和服务高校毕业生回运
就业创业。2021年，全市高校毕业
生就业1.5万余人。

小刘回乡创事业，育婴师吕女
士也在家门口实现劳动致富。“人
社部门给我提供了免费的技能培

训，人力资源公司帮我就近安排了
工作，既挣了钱，又顾了家。”吕女
士说，成为“关乡家嫂”的一员后，
她还通过培训取得了高级育婴师
证书、早教证书，收入不错。

市就业服务中心瞄准就业目
标，靶向发力，重点做好“运城焊
工”“关乡家嫂”“面都永济”“闻喜
花馍”等优势劳务品牌的建设、打
造和推广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省人社厅公示的2021年10个
省级劳务品牌中，“河东家嫂”“闻
喜花馍”位列其中；全省4个省级劳
务协作基地中，运城零工市场、绛
县高途劳务协作基地、“万荣人”劳
务协作基地位列其中。优势劳务品
牌建设，为我市劳动者就业提供了
技能保障，也为我市高质量转型发
展蓄积了动能。

汇聚人才 蓄积发展动能

先进的智慧就业服务系统，暖
心的“520”就业服务，以及实现劳动
者求职、企业招聘的精准匹配和对
接……市、区两级人社部门打造的
运城零工市场，有效促进了务工人
员灵活就业，受到国务院通报表扬。

自2020年运营以来，该市场采
集零工求职信息6000余条，举办了
16场现场招聘活动，提供就业岗位
两万余个，促成就业5000余人。

在就业帮扶方面，我市人社部
门在全市 13 个县（市、区）确定了
239个重点社区（村），向4.3万重点
帮扶对象提供职业介绍、职业培
训、创业帮扶等公共就业服务，对
社区（村）重点帮扶对象开展精准
服务，确保就业保障安全有力。同
时，工作人员通过各种渠道宣传就
业补贴帮扶政策，鼓励企业吸纳残
疾人等困难人员就业，开展专场招
聘 20 余场，帮助生活困难等特殊

人群就业。
此外，外出务工人员服务工作

也是精准就业服务的一个重要方
面。目前，我市在省外建立了 399
个外出务工人员服务工作站，包括
15个省级服务工作站和26个市级
服务工作站。“服务工作站是在外
务工人员外地的‘家’，可提供职业
介绍、岗位信息收集、法律维权、劳
动权益维护等服务，更好地保障务
工人员的权益，让他们安心工作、
生活。”市就业服务中心相关负责
人说。

多措并举稳定就业，全力以赴
保障就业。2021年，在我市各级就
业服务部门的共同努力下，覆盖各
类求职人群的招聘活动持续举办，
各项就业创业政策不断落实到位，
一系列就业创业服务为劳动者就
业增收提供了助力，有力推动了运
城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完善服务 助力精准就业

劳务输出
推动转移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