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社
CHONGQING DAILY

2022年 12月8日 星期四
责编 胡东强 王萃 美编 王睿 15

足下软件职业培训学院就业创业服务中心

聚焦就业质量
为学员服务终身

“此次获评是对足下办学成效的认可，也
是对我们的鞭策。”足下软件职业培训学院副
院长卢卫中说。

自成立以来，足下软件学院充分发挥职业
教育优势，专注于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人才就
业，始终用就业质量这个砝码来衡量一切教学
管理和教学活动。例如，构建了“以终为始，精
准就业”的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了“教师的工资
跟学生就业质量强挂钩”的终极指标评教模
式，构建了“不放弃任何一个学员，为学员服务
终身”的就业服务体系等。

目前，学院为国内外1.3余家企业输送了5
万余名优秀信息产业应用人才。2022年，足下
学生就业率达到99%，对口就业率达到93%。

卢卫中说，“我们会始终秉承‘就业质量和
创业成长度是衡量我校办学成效的两大标准’
这个宗旨，让更多的学生就好业，服务好社会。”

王彩艳 杨敏

就在山城 渝创渝新

他们是重庆就业创业典型代表
他们直面挑战，千方百计稳岗拓岗；
他们自立自强，创新奋进书写精彩创业故事；
他们积极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全力以赴稳就业保就业……
去年以来，重庆大力实施就业优先政策，积极做好就业工作，涌现出了一批

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个人和集体，为全市就业局势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为此，殷其龙等10人被评为“2021年度就业人物”，陶石泉等10人被评为

“2021年度创业人物”，重庆虬龙科技有限公司等10个集体被评为“2021年度就
业创业成绩突出集体”。

2021年度就业人物代表

从回到家乡创业的那天起，卢镇发心中就怀揣
着“怎么让当地居民在家门口就业创收”的梦想，一
直奋斗至今。用他自己的话说，“创业路上，我最大
的心愿就是能够带着乡亲们致富奔小康，让大家过
上好日子。”为了这一个朴素纯真的心愿，这些年来，
即使再苦再难他也从未放弃过。

开办就业帮扶车间、捐赠助学物资、成为帮扶责
任人、为员工提供免费培训……自创办重庆市鸿驰
鞋业有限公司以来，卢镇发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初
心，帮助乡亲们掌握一技之长、稳定就业、增收致富。

据统计，鸿驰鞋业已为230余户困难家庭提供
岗位，带动就业350余人。如今，企业正在扩大生产
规模，预计明年可提供1200余个就业岗位，进一步
帮助困难群众顺利就业。

卢镇发
成功不忘故土 致富心系乡亲

2016年，张琪离开繁华的都市，满怀服务基层的热
情，只身一人来到合川区古楼镇卫生院，定居在镇上，
用真诚服务群众。

卫生院里的公共卫生科、药房、医务科、感染科、临
床，哪里需要她就去哪里。即使在休假期间，打个电话
问候患者也成了一种习惯。为了方便群众就医，热心
的她甚至一度身兼数职，不计个人得失，尽可能为群众
就医提供便利。

除此之外，张琪在工作之余也不忘将健康送到千
家万户。数年来，她和她的家庭医生团队穿行在山间
田野，为村镇乡亲们开展医疗卫生讲座、培训会共36
次，让3000余名群众足不出户也能学习保健知识。

张琪
将青春扎根乡村 用平凡书写仁爱

14年来，张鹏以社区为家，用真诚与奉献精耕细
作，让通惠街道新街子社区成为“国家级充分就业社
区”，社区就业率达99%。

能取得如此亮眼的成绩，不得不提到新街子社区
的“红色朋友圈”——红色物业联盟。

作为綦江区通惠街道新街子社区的党委书记、主
任，张鹏认为，“光靠社区单打独斗是不够的，必须把

‘朋友圈’做大，才能开拓更多就业岗位。”
因此，由街道党工委统筹，社区党委和物业企业

牵头，由人力社保局等对接部门、物业党支部、业主党
员志愿者组成的红色物业联盟成型，构建起了“组织
联建、活动联办、问题联解”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打
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成功帮助1009名辖区
居民顺利实现就近就地就业。

张鹏
真情为民 打造国家级充分就业社区

开出租车18年，零违章、零投诉、零事故，安全行
车百万公里，服务乘客20余万人次，数次获得市级荣
誉……殷其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交出了优异的成
绩单。

不仅如此，他甘于奉献、助人为乐的精神更令人称
道。为帮助社区困难群众实现就业，殷其龙常年在小区
微信群、QQ群等网络平台发布公司的招聘信息，积极答
疑解惑，已帮助数十名群众顺利就业。另外，他还长期
参与公司新聘人员的培训工作，为他们提供上岗预备、
试驾指导、服务知识等培训指导，获得了广泛好评。

“能获评2021年度就业人物，离不开公司的支持、
部门的栽培、大家的认可。”殷其龙说，“我做的都是一些
力所能及的事情，希望我的行动能影响、带动大家，让更
多的人参与到助人为乐的行列中来。”

殷其龙
暖心举措促就业 乐于助人解难题

2021年度创业人物代表

“获评2021年度创业人物，是对我最
大的肯定。”宗君说。

深耕美业20余年，宗君一直砥砺前
行，把育人放在首位。多年来，她求真务
实，创立了宗君美容师市级大师工作室，
培养输出的创新创业人才已超过2万人，
帮助8000余人实现自主创业。

2021年，她成立宗君职业技能培训
学校，力求突破市场上传统职业培训模
式，真正将产教融合落到实处，构建集美
业培训、产品研发、人才产业化、实体店运
营于一体的平台。

“技能是就业创业的最大保障，成立学
校就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能学到真本事、
找到合适的工作，实现人生价值。”宗君说。

目前，宗君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与重庆
市工业技师学院、重庆市女子职业高级中
学等学校共同运营，打造兼具教学和生产
双重功能、校企双主体培养技术技能人才
的产业学院。学校已被市人社局评定为重
点培育的美容美发技能培训品牌学校。

2008年，退役军人秦兆宏怀着对家乡
的深厚感情回乡创业，种植晚熟柑橘。

从最初流转200多亩荒山荒坡示范引
种，到成立股份合作社、组建公司等联农带
农发展，再到高标准打造示范基地，促进小
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让村民共
享二三产业增值收益……14年来，秦兆宏
立足柑橘产业，积极探索新型现代化农业
经营模式，种植柑橘5万余亩，年产值达2.8
亿元，带动果农人均年增收6800余元，帮
助3000余名群众稳定就业，实现了荣昌区
水果出口零的突破。

现任荣昌区清流镇马草村党支部副书
记、重庆兆宏农业公司负责人的秦兆宏已
经50岁了，但仍保持着军人的优良作风，
坚持带头钻技术、闯市场、强管理、提品质，
今年又获得3000吨出口订单，为果农打开
了新的海外市场，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增收
100余万元。

宗君
专注美业教育 培育专业人才

秦兆宏
退伍回乡兴产业 助力就业富村民

陶石泉
扎根重庆拓市场 酒香世界新传奇

作为重庆江小白酒业有限公司的董事
长，陶石泉创建的“江小白”一直缔造着传奇。

过去11年，陶石泉扎根重庆，让“江小
白”实现了品牌全国化，成为年轻人首选的
中国酒品牌，也成为了重庆的一张名片、渝
酒的符号代表。

如今，“江小白”发展为集高粱种植、技
术研发、酒品酿造、产品分销为一体的综合
性酒业公司，成为重庆酿酒业的龙头企业，
产品远销五大洲近30个国家，获得169个
国际顶级烈酒大赛奖项，为重庆品质赢得了
国际声誉。

在企业自身不断发展的同时，陶石泉也
不忘履行社会责任，积极稳岗拓岗，直接吸
纳就业1000余人，带动近3000户家庭实现
增收，为地方经济作出了积极贡献。

陶石泉表示，未来5年，公司将进一步加
强与江津区合作，深耕产品质量，围绕“清香
自然酒”开启江小白的百亿名酒新征程，继续
坚持就业优先，带动更多的群众实现就业。

游彪
返乡创业促增收 油茶致富车田乡

酉阳县车田乡拥有百年的油茶种植
史，可一直停留在散户种植的阶段，未能尝
到规模效益的甜头。

“80后”的游彪瞄准这一机遇，返回阔
别已久的家乡创业，成立了酉阳县农恒油
茶种植专业合作社、重庆嘉倍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采取农户土地入股、务工拿报酬
（公司+村集体+农户）的发展模式，公司逐
步成长为集油茶基地种植、茶油及其他植
物油加工与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粮油发展
企业，建成4600余亩油茶高产基地，“游加
倍”品牌山茶油远销沪、鲁等地，帮助450余
农户实现增收。

不仅如此，在他的带动下，全乡发展油
茶种植、管护面积超3万余亩，已形成具有
区域特色的油茶产业之乡。待油茶进入丰
产期，全乡年产值预计可达1.5亿元，为车
田乡打造“亿元级油茶产业之乡”奠定了坚
实基础。

谢磊
创新引领创业 创业带动就业

如何将晦涩难懂的科研变得一目了然？
怀抱着传播知识的初衷，谢磊积极探索基础
科学与艺术的学科交叉，提出围绕新工科、碰
撞艺术美学的“科教+潮玩”理论，创建了重庆
魅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功研发了一系列
可用于科普、教学、娱乐的创意科技产品，将
纳米流体磁控这一高新技术带入大众生活。

为进一步普及高新技术知识、带动就业创
业，在全国创业孵化示范基地“重庆市大学生
就业创业公共服务中心”（大创慧谷）的孵化培
育下，魅声科技公司大力吸纳失业人员就业，
多批次招收高校见习生，获得社会广泛认可和
好评，成功获评重庆市高校毕业生见习基地。

如今的谢磊，既是重庆大学副教授、博
士生导师，又是魅声科技公司的创始人，也
是纳米流体创意科技引领者。目前，他已发
表高水平学术论文30余篇，有专利60余件、
软件著作权5件，获国际金奖等各类奖项20
多项。在他的影响下，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高新技术、投身创新创业。

2021年度就业创业成绩突出集体代表

重庆虬龙科技有限公司

敢想敢干闯新路
创新创业助发展

2016年，新成立的重庆虬龙科技有限
公司决定在已经饱和的摩托车市场，将越
野、摩托车、电动这几个关键词结合，打造
轻巧、安静、便捷的电动越野摩托车，开辟
一条市场新赛道。

找准了赛道，虬龙公司快速发展壮
大。“积极响应碳中和及双循环经济发展战
略，我们整合上下游产业链，从工业设计公
司转型为整车厂家，并组建了自己的研发、
制造、销售团队。”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冯兴
伟说。

公司先后建立了2个绿色工厂，并积极
发挥产业供应链与自身优势，创造了多个
就业岗位。目前，大渡口工厂已招聘员工
146名；巴南工厂正在筹建，量产后预计带
动300人就业。

当前，公司部分产品已成为国际电动
摩托车领域的标杆，其核心关键技术处于
国际领先水平，市场覆盖全球68个国家和
地区，2021年产值达4.4亿元，带动就业
168人。

重庆市磁器口陈麻花食品有限公司

非遗传承精技艺
扶危济困显担当

从挑担走街串巷，到开店生意红火，再
到成为一座城市的名片，磁器口“陈麻花”
凤凰涅槃，走上了现代企业的发展道路。

作为重庆本土老字号，陈麻花在发展
的路上不忘初心。“我们的发展离不开社会
各界的认可和支持。”公司总经理杨学武
说，为此，公司积极回馈社会，建立“就业帮
扶车间”，吸纳困难群众等重点群体就业，
让他们依靠手艺走上致富小康路。

特别是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公
司在稳住现有岗位的基础上，扩充生产线、
新增岗位40个，员工数量增至320人，赢得
员工和业界一致好评。

“饮水思源、不忘桑梓，我们不但积极
开拓岗位，还将持续做好员工技能培训和
稳岗补助发放，同时大力推进公司产品转
型，争取通过新产品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帮
助更多高校毕业生、困难群众解决就业难
题。”杨学武说。

重庆市妇女联合会妇女发展部

助力女性创业就业
强化巾帼品牌培育

俗话说：“妇女能顶半边天”。为了让各
行各业充分展现“她力量”，重庆市妇联始终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开拓创新、主动作为，
团结动员广大妇女积极投身经济建设。

为切实帮扶妇女就业创业，妇女发展
部加强就业技能培训、深化创业就业服务、
强化巾帼品牌培育。

“当前我们重点针对女大学生、新兴女
创客、女农民工、下岗失业女性等重点人群，
深入开展创新驱动发展宣传培训。”妇女发
展部副部长张耀说，通过举行经济形势和创
业创新政策宣讲，可以更好地引领妇女投身
新经济、新业态、新领域发展。同时，聚焦女
性适宜产业，深化家政服务、手工编织、电子
商务、乡村旅游、智慧制造等品牌打造，吸纳
更多女性自主创业、灵活就业。

截至目前，市妇联已累计打造示范基
地4700余个，深入社区、乡村一线开展编
织、电商、家政、旅游等技能培训2100余场
次，帮助近10万人次妇女提升职业竞争力。

重庆市大学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心系毕业生
情满就业路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高校毕业生就业
更是就业的重中之重。”中心主任唐雪平说，

“我们竭尽全力，力求实现高校毕业生高质量
充分就业。”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积极做好大学中专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服
务和日常事务管理工作，鼓励学生们将个人
的职业规划和理想追求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
需求相结合，主动走进企业、了解行业，将书
本知识和实践经验相结合，在就业实践中增
长智慧和才干，不断提高与时代发展和事业
要求相适应的素质和能力，为推动经济和社
会发展做出贡献。

多措并举下，成效显著。通过统筹全
市教育系统举办各类双选活动，中心已累
计提供岗位近 221 万个，开展导师问诊、
创客沙龙等各类活动300余场，推动2021
届高校毕业生初次毕业去向落实率创近
年新高。

全市就业创业典型系列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