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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网络招聘在内的人力资源市
场，已成为劳动者求职和用人单位招聘
的主渠道。为帮助求职者更快找到心仪
工作、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今年以来，
在各地人社部门推动下，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进一步加大招聘力度、提升人岗匹
配效率，以市场化手段助力稳就业。

全方位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7月，由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集团
承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高校毕业
生专场正在举办。1300多家企业提供超
11000 个岗位，涵盖计算机软件、金融、
电子、制造业、房地产建筑等领域。

“作为以人力资源服务为核心主业
的中央企业，今年上半年，我们全面发挥
平台技术优势，与近百所高校合作开展
专属校园招聘；同时组织了162场网络招
聘会，共计 4.1 万余家企业参与招聘，累
计发布职位超17.5万个。”中智集团董事
长卜玉龙说。

大规模求职招聘、专业化就业指导、
全方位政策咨询……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各类服务，有效促进
毕业生就业。

智联招聘开设“高校专区”，打造一
套专属高校的就业信息聚合平台，通过
直播招聘、双选会、专业对口职位、热门
榜单等服务，展现丰富且对口的校招机
会。

“专区上线 3 个多月来，已实现超
100 万个岗位的定向推荐，覆盖众多专
业，助力毕业生精准就业。”智联招聘执
行副总裁李强告诉记者，“目前全国已有
500多所高校定制专属‘高校专区’，其中
双一流高校超过 100 所，用户访问量超
600万人次。”

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精准对接
头部企业和高校毕业生，举办上海国资
国企校招直播、企业云招聘、名企校招直
播月等多场直播带岗活动，吸引近两万
名青年参与求职。

帮扶重点群体就业增收

聚焦重点群体就业，多地人力资源
服务行业推出真招实招。

做深农村劳动力就业服务——中国
海峡人才市场董事长游诚志介绍：“我们
在云南、贵州、宁夏等劳务输出地建设46
个劳务工作站，与宁夏共同打造‘海峡闽
宁劳务’品牌，2022年组织福建省重点企
业赴省外开展劳务对接近50场，提供岗
位2.3万个。此外还举办13期高素质农
民培训班，培育了一批联农带农紧密的
创业创新人才；对农村就业困难群体开
展21种专业的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培
训学员5000多人次。”

助力提升农村劳动力技能——山东
大焊服务外包有限公司专注焊接细分领
域，开发焊接培训课程体系，免费向农村

劳动力提供就业指导、初级技能提升、定
向安置、就业保障一站式服务，近一年来
线下免费培养焊工超3000人，合格焊工
安置率90％以上，助力农村劳动力由普
工向技工转化。

大力开发新型岗位——四川金沙人
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人才数字化管
理＋共享用工”运营模式，连接政府、企
业、残疾人三方，联合各行业龙头企业共
同开发多种互联网新型普适性岗位，在
成都、重庆、德阳等地设立就业服务网络
基地，累计服务残障人士约 7000 人次，
覆盖全国22个省（区、市）。

积极推动服务业与实体经济融合

制造业领域的人力资源服务占全行
业服务总量近40％。各地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坚持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着力
点，积极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
等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不断强化制造业
人力资源支持。

广州红海人力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自主研发制造业用工临时任务发布平
台。“制造业企业可以自主发布工作任
务，劳动者自助接单和结算，显著缩短了
招聘求职周期，实现企业工作任务灵活
化、员工选择任务自主化。”公司董事长
熊颖说。

重庆市重点产业人力资源集团有限
公司围绕当地主导产业和重点产业链，

建成“市场常态保障、蓄水池旺季应急、
预备制节点兜底”3条保障线。公司董事
长周泽表示，目前已具备 5 万人/年的市
场化招工能力，协助重点企业年均招工
近40万人。

拓宽灵活就业供需匹配渠道

包括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在内
的灵活就业，已成为扩展就业空间、减缓
就业市场压力的一个重要支撑。

杭州弧途科技有限公司以数字技术
打造青团社兼职等服务平台，帮助灵活
就业人员实现收入有保证、权益有保
障。据公司创始人兼CEO邓建波介绍，
一方面企业可通过定制化招聘标签，快
速圈选人才；另一方面求职者可通过“兼
职榜单”直观比较岗位优劣，还可通过

“地图找工作”，根据远近挑岗位。
苏州盖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打造劳

动力管理和灵活用工云平台，全流程实
现零工岗位线上对接。平台支持企业各
分支机构的零工人员数据即时透明、规
则统一，减少不当人为干预，通过灵活用
工的合同流、票据流、资金流和业务流

“四流合一”管理，确保安全合规。盖雅
工场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章新波表
示，目前平台已匹配 300 多家用工企业
和4万多名零工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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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招聘 精准匹配——

多地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助力稳就业
□新华社记者 姜琳 黄垚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自然地理
环境复杂，加强医疗应急能力建设十分
重要。国家卫生健康委3日举行新闻发
布会介绍，为进一步提升医疗应急能力，
我国推进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国家
重大传染病防治基地建设，增强“硬核
力”；强化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公众参与
的医疗应急机制建设，提升“软实力”；加
强突发事件信息监测和应急值守，确保

“快反应”……

推进基地和队伍建设
增强“硬核力”

医疗应急基地和医疗应急队伍是紧
急医学救援工作的核心力量。“目前，
我国正推进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国
家重大传染病防治基地建设，同时进一
步扩充中毒救治基地，以增强医疗应急

‘硬核力’。”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
司司长郭燕红说，在队伍建设方面，到

“十四五”末，计划将国家医疗应急队
伍由目前的40支增加到60支至70支。

浙江省有 26 个山区县、6 个海岛
县，是我国海岛数量最多的省份。浙江

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俞新乐介绍，为做
好远离城市山区海岛地区的医疗应急工
作，浙江省推动建设国家海上紧急医学
救援基地等两个国家级基地和5个省级
区域医学救援基地。

据介绍，近期，浙江山区一位呼吸
道大咯血患者，在经过当地紧急快速处
理后，通过救援直升机18分钟即转运至
城区大医院，航空医学救援基础设施为
成功挽救患者生命发挥了重要作用。截
至目前，浙江省全省医疗机构已建设57
个直升机停机坪，已常态化开展直升机
转运急危重症患者。

目前，除国家级医疗应急队伍外，
我国已建立省、市、县三级医疗应急队
伍 6500 支，国家医疗应急专家组涵盖
22个专业领域。

强化医疗应急机制建设
提升“软实力”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出，
到 2030 年，建立起覆盖全国、较为完善
的紧急医学救援网络，突发事件卫生应
急处置能力和紧急医学救援能力达到发

达国家水平。
为实现这一目标，完善政府主导、部

门协同、公众参与的医疗应急机制，建设
国家省、市、县立体化医疗救援指挥调度
体系十分重要。

郭燕红表示，近年来，我国进一步强
化各级政府职责，明确了属地、部门、单
位、个人四方责任，医疗应急各层级、各
机构、各环节职责。由卫生健康部门统
筹协调、多部门参与、军地协同的医疗应
急联动机制更加完善，各类突发事件医
疗应急预案更加齐备，形成“上下贯通、
横向联动”的工作格局。

浙江省积极探索利用信息化、数字
化手段，提高医疗应急信息监测和调度
效率，打造全省急救一张网，急救反应时间
平均缩短两分钟以上。浙江卫生应急指挥
系统集成公安、消防、院前急救、网信舆情
监测等应急网络实时数据，推动全省医疗
应急工作业务流、数据流“双流合一”。

加强信息监测和应急值守
确保“快反应”

快速、有效、高质量是医疗应急工作

的重点。对此，郭燕红表示，要充分发挥
医疗机构的哨点作用，紧盯事件苗头信
息，及早发现并报告，提前做好准备，牢
牢把握医疗应急的主动权。

“为保障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医药
物资供给充足、及时、有效，华西医院秉
持‘平战结合’原则，加强与相关企业储
备合作。”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院长李为民
介绍，华西医院还建立了应急设备精准
管理与调度体系，将所有重要应急急救
类设备进行信息化管理，实时监控设备
定位、使用情况和运行情况，在实现应急
设备快速调度的同时，能够节约医疗资
源。

郭燕红表示，下一步，将按照《突
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十四五”规划》
要求，发挥院前急救120作用和各级医
疗应急队伍作用，提升突发事件第一时
间和第一现场反应能力，做好各个医疗
队和紧急医学救援基地的快速响应和协
同支援，确保一旦发生突发事件，队伍
能够拉得上、打得赢，提升医疗应急处
置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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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持续推进医疗应急体系和能力建设
□新华社记者 顾天成 董瑞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