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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岁的郭萌是应届大学毕业生，就读于重
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习软件技术。“我打代
码技术一般”郭萌说，毕业前她对找工作很迷
茫，认为自己技术不强，竞争力不够，面对就业
压力，没有竞争优势。

偶然机会，郭萌看到市人力社保局宣传，
得知重庆市足下软件职业培训学院正在招收
学员，参加培训可享受培训补贴。

郭萌上网查询了这所学院的资料，该校
2019年被评为重庆市经典扶贫案例，2020年
被评为重庆市市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既
不花一分钱，又能在毕业前提升自己技能水
平。”郭萌果断报了名。

郭萌参加了免费提供的美图设计培训，在
重庆市足下软件职业培训学院，经过一个月的
培训，郭萌喜欢上了美图设计，“课程很实用，
学到了入行所必需的技能。”设计老师讲授平
面设计最新潮流，让不太懂色彩搭配的郭萌有
了信心。

课业结束时，郭萌还代表学院参加了成果
展示，获得一等奖。之后，郭萌在一家公司找
到了平面设计师的工作，开启了自己的设计生
涯。“每次做完设计，老板、客户定稿后，感觉自
己的作品得到了认可，心里觉得特别高兴。”

近期，郭萌通过了专升本考试，将继续在
重庆邮电大学学习。她将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等两年后本科毕业，加上设计能力提升，薪资
会更高。”

平均工资约5500元/月

市人力社保局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
关于科教兴市、人才强市和以大数据智能化为
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部署要求，高度重视
大数据智能化和新兴业态从业人员培养工
作。近日从市人力社保局获悉，新职业培训总体就业率达到
82.6%，平均工资约5500元/月。

围绕产业加大新职业培育力度

市人力社保局会同市大数据发展局研究制定了《重庆市大数据
智能化人才分类评价实施方案》，成立了大数据智能化人才职称评审
委员会，为全市大数据智能化人才开展职称评审。围绕地方产业发
展，开展我市特色职业（工种）开发，各区县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和产业
发展，先后设立全栈电商运营设计、应用型主持人、大数据标注工、三
峡绣娘、橘城厨工、土家菜制作等50余个特色职业（工种）。

全市16万人次
接受新职业及相关特色工种职业技能培训

市人力社保局遴选认定三批次350余所新职业从业人员培
训机构，开发27个新职业培训标准、考核标准。2019年以来，全
市开展新职业及相关特色工种职业技能培训16万人次以上。
结合我市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完善新职业培训补贴政策，补贴标
准为每人200元/天，培训补贴不超过6000元，全年开展新职业
补贴性培训5万人次以上，培训急需紧缺大数据智能化专业技
术人才近1000人。

市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
输送新职业紧缺人才3000人

“当前，我市新职业人才培养的基础有很大提升空间。”重庆市
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人社部发布了3批次38
个新职业，已开发公布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农业经理人两个国
家职业技能标准，该中心正全面推进新职业人员培训工作。

去年11月启动新职业培训和考核工作以来，该中心已累计完
成3000人新职业从业人员培训和结业考核，学员涵盖技工院校和
大专院校毕业年度学生、企业在职员工等群体，主要培训全媒体运
营师、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工业机器人
系统运维员、数字化管理师等。 文/张力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祝童庆幸
自己参加了市人力社保局推动的新
职业培训，在培训补贴政策支持下，
不花一分钱，接受完培训，祝童找到
了一份自己满意的工作，用他自己的
话说“我找到了就业的幸福感。”

实战问题答不上
错失良机

大四上期，秋季招聘，祝童参加
了一场知名手机厂商的招聘会。在
面试时，因为一个技术问题没有回答
上来，被企业拒绝了。受挫后，祝童
开始拿着简历“海投”，不管喜欢不喜

欢都投了，想去的大公司没给机会，
收到其它企业的面试通知也不想去。

“当时求职的状态就是，感觉自
己什么都能做，也感觉自己什么都做
不了。”祝童感到失去了奋斗的方向。

新职业培训
重实战重实践

一次次面试的经历，让他感受到
了理论知识与实战的差距。缺乏实
践，缺乏系统性的思考，是他靠自学
不能弥补的缺憾。他希望能有机会
提升自己的实战水平。

一天，班级群中发布了一条信
息，仙桃大数据学院举行新职业培
训，培训项目是大数据工程技术人
员，参加培训还可以享受补贴。祝童
上网查了一些资料，觉得自己专业对
口，报名参加了培训。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程序
员之父’潘爱民老师也来为我们讲了

一堂课，收获特别大。潘老师打开了
我的眼界，之前只关心技术、功能怎
么实现之类的问题，不关心整个框架
和生态。经过学习，提升了兴趣，学
习的路线也比较清晰了。”祝童兴奋
地说。“培训课程的考核方式除了笔
试，还有一个小组的实践项目，这个
实践项目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非常大
的提升，从提出问题到一步步解决，
最后再展示自己的成果，都对我们
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培训提升信心
找到“就业幸福感”

“非常独特的是，我们在培训时
期的行为是有多方面的记录的，不
但包括作业的情况，上课的态度、课
下讨论、实践成果、甚至回宿舍的研
学情况等等都被一一数字化地记录
了下来，而这些记录就是是我们最
终评优评奖的重要依据，我很荣幸

地获得了优秀学员一等奖。”祝童幸
福地说。

培训结束以后，学院还提供了许
多就业习的机会，来培训的同学很多

都通过学院找到了心仪的工作。祝
童最终通过面试，以教研助理的身份
进入了学院。

“我找到了就业的幸福感。”祝童

说，很感谢人力社保部门有这么好的
政策，我没有花一分钱，在新职业培
训中接触到最前沿的知识，还找到了
满意的工作。 文/张力

据九龙坡区人力社保局介绍，民
安华福社区多渠道就业试点，已经将
2200名失业人员送上了就业岗位。
这项成功经验已经在九龙坡全区推
广，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就业超市”
员工企业都受惠

华岩镇民安华福社区是九龙坡
区第一个公租房社区，目前入住居民
1.8万户、4.2万人，是全市最大的公
租房社区之一。出了名的“四多”社
区。

江苏万园物业公司重庆分公司
人事经理张娟，在58同城一年花费
5000多元，没有招到一个人；到某人
力市场招聘，一年花费1800元招聘
11次，招到2名员工，干了3个月就
离职了。钱花出去，却没效果，让张
娟很着急。

正在这时，她遇到了九龙坡区人
力社保局与社区一起搭建的“就业超
市”，对找工作和招工单位服务都是
免费的。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张娟参
加了招聘会，不花一分钱就招到了
10多名员工，其中4人稳定在职。现
在张娟每月都来参加社区招聘会。

张娟感慨地说：“以前通过中介
公司招工，要么花钱招不到人，要么
招到的人鱼龙混杂。通过民安华福
社区招聘会，企业可以免费招到与岗
位精准匹配的员工，极大地降低了招
工成本，提高了招工效率。”

建“就业超市”，解决信息精准对
接难。针对居民就业难、企业招工难
问题，民安华福社区于2016年筹资
200 万元，打造全市首个“就业超
市”，内设服务接待、创业咨询、面试
招聘、超市自选四大功能区，融合“线
上自选”和“线下招聘”两大服务，全
方位全要素全时段精准对接招工企
业和求职者需求。在线上，目前已有
219 家用工单位、近 500 个工作岗
位、455名失业人员进入“超市”，用

工单位和求职者通过线上平台“配对
成功”后，点击自主开发的“一键呼
叫”即可直接交流。在线下，定期举
办“每周一聘”专场招聘活动和每月
一次的“赶集日”招聘会，目前已举办
160多场活动，帮助1600多人顺利
就业。“就业明星”谢丽，在2016年用
了3个月在网上查、在路边看招聘信
息，都没找到满意的工作，后来在“就
业超市”仅花了半小时将自己的信息
及求职意愿发布到线上，两天后被中
国人保九龙坡支公司录用。经过3
年的努力工作，谢丽年收入已达25
万元，并组建了6个人的小团队。

“巧手梦工坊”
宝妈就业顾家两不误

社区里有很多“宝妈”，她们不能
离家，但也有工作的需求，九龙坡区
人社局与社区想出了另个方法——

“巧手梦工坊”，解决就业照家兼顾
难。

针对辖区“宝妈”们就业照家两
难问题，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

民安华福社区于2017年创建“巧手
梦工坊”就业项目，4步解决就业照
家兼顾难：第一步，签约引入操作简
单的计件手工活项目，现已签约重庆
凯邦科技有限公司、重庆罡辉科技有
限公司、重庆昊雁机电有限公司、西
野电器制造公司4家区内企业；第二
步，由签约企业负责免费提供3—5
天岗前培训，目前已培训400余人；
第三步，由签约企业提供生产原料，

“宝妈”们结合自身实际灵活选择工
作时间和地点，并根据样品、标准制
作成品；第四步，由签约企业回收成
品，并计件发放劳动报酬。

该项目一经推出，受到“宝妈”们
的热烈追捧。社区居民夏梅灵此前
在大渡口上班，为照顾两岁的儿子，
只好辞职回家。夏梅灵通过“巧手梦
工坊”实现居家就业后，在照顾家庭
的同时还有2500元/月左右的收入，
最多一个月挣了5700元。

目前，该项目已帮助 300多名
“宝妈”实现居家就业梦想，每人每月
增收1000元至5000元不等。签约
企业也非常认同该模式，重庆罡辉公
司入驻“梦工坊”后，销售业绩迅速从
700 万元/年增长到 1500 万元/年。
在尝到甜头后，企业进一步扩大了

“梦工坊”规模，建成占地300平米的
生产车间，不但解决了40多名“宝
妈”的就业问题，还积极吸纳残疾人
等特殊群体就业。公司总经理剧刚
表示，这种就业模式，极大地降低了
企业的用工成本，增强了企业产品的
市场竞争力。

“创业苗圃”
降低创业门槛

针对部分有创业意愿但欠缺经
验、资金、项目的社区居民，社区从
2012年开始，腾挪出1000平方米区
域打造自主创业一条街，包括日杂百
货、蔬菜水果、副食品3个经营区和
411个摊位的“创业苗圃”，实行“志

愿者＋创业人员＋指导站”自主管理
模式。“创业苗圃”每个摊位在2平方
米以内，由社区以“零租金”方式提供
给辖区居民使用，社区每月只收取
100元-150元的清洁管理费。社区
每月发布摊位招租信息，有创业需求
的居民先在社区登记，然后以抓阄方
式确定摊位。

截至目前，“创业苗圃”成功解决
1174 人就业，并帮助 45 人成功创
业，120人经苗圃历练后找到了更好
的工作。社区居民周勇在“创业苗
圃”经营手机配件，月均收入8000
元，不但实现“家门口”创业的愿望，
家庭收入也得到大幅提高。他深有
感触地说：“多亏了‘创业苗圃’，让我
从创业‘菜鸟’变成了一个经验丰富
的创业者。”经过3年多历练，周勇于
今年初走出苗圃，在华府大道租赁了
50平方米的门面经营手机配件及手
机维修，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创业大市场”
实现更大梦想

针对经过“创业苗圃”培育，经
验不断丰富、资金逐渐雄厚、有强
烈做大做强意愿的创业者，社区于
2016年利用民安华福A区18栋架
空层，打造了一个拥有37个门面，
以经营服装、百货、花卉为主的“创
业大市场”，由社区以远低于市场
价的租金出租给创业者，并协助解
决经营过程中的创业培训、担保贷
款等问题。经过两年多运行，目前

“创业大市场”已帮助32名创业者
成功创业，培育出方建华、周川国、
黄德书等一大批“创业明星”。社
区居民方建华于2014年怀揣仅有
的2000元在“创业苗圃”经营日杂
百货，两年后申请进入“创业大市
场”，目前已租下相邻5个门面，开
了约50平方米的日杂百货店，成为
小有名气的“创业家”。

文/张力

新职业培训促进求职者高质量就业

做好“六稳”工作
落实“六保”任务

在行动之四

社区精准搭建“就业桥”企业省钱员工得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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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桃大数据学院第一期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培训班 图/仙桃大数据学院

家门口就业 雇员企业都说方便

“巧手梦工坊”珠花头饰手工活制作 图/九龙坡区人力社保局

民安华福社区“巧手梦工坊” 图/九龙坡区人力社保局

推动新职业培训 支持灵活就业

我市多措并举提升求职者就业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