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创新 人才
2022年3月17日 星期四

主编：刘代荣 编辑：樊洁 美编：况中银
投稿邮箱：cqkejibao@sina.com08

2022年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
业生专场活动于3月14日—5月20日
开展，旨在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搭建
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求职招聘对接
通道。

活动广泛动员各类用人单位和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参与，陆续推出行业
性、区域性和针对不同人才的线上专
场招聘，开展直播带岗、企业云宣讲等
活动；灵活举办“专精小新”现场招聘
会，优先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方便，促进
精准对接；在高校集中、毕业生规模较
大的城市以及中西部边远地区城市举
办跨区域巡回招聘会，组织中央企业
和部分省市用人单位，为当地高校毕
业生提供更多就业机会；配套开展多

元化就业创业服务活动，推出线上政
策宣讲、就业创业指导直播（录播）课
程、“平凡岗位 精彩人生”优秀职场毕
业生典型推广等活动。

首期推出 35 场线上特色服务活
动，包括国企、制造业、电力新能源、
互联网、医药、长三角地区、华南地
区、女性等16场不同行业、区域、人群
线上专场招聘会和 10 场直播带岗活
动；就业形势、高效面试指南、就业信
息收集与处理等 7 场就业指导直播
（录播）课；2场高校毕业生政策宣讲
直播（录播）课。

活动在中国国家人才网设主会
场，设置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平台、高
校毕业生精准招聘平台、省级和协作
机构分会场、行业专场、区域专场、人
群专场、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创
业指导、优秀职场毕业生、活动资讯等

专区。高校毕业生还可在微信小程序
中搜索“全国高校毕业生精准招聘”登
录求职。

数据显示，今年高
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076
万人，规模和增量均创
历史新高。

“从今年走势看，
我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
全球领先地位，就业的基础仍然
稳固，就业形势将继续保持总体稳
定。与此同时，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
缩、供给冲击、预期减弱三重压力，就
业总量压力不减，结构性矛盾突出，完
成全年就业目标任务还需要付出艰苦
努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
进司司长张莹表示，今年将聚焦稳定
重点群体，强化精准就业帮扶，将高校
毕业生等青年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加

大中小微企业吸纳毕业生的就业支持
举措，实施百万青年见习岗位募集计

划，简化优化毕业生的就业手续，拓
宽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

（本报综合）

“项目经验太少了，实在写不出
来”“应届生，哪里有经验可写”“实习
经验挺多，但是没实习证明，写在简历
上，感觉不踏实”。 很多毕业生在撰
写简历时，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那么
对于实习经验少或者项目经验少的毕
业生来说，该怎么办？

第一，毕业生从过往经历中，挖掘
自身优势和特长。实习经历可以直接
证明毕业生目前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因此，毕业生要在日常的活动、比赛、
实验项目中，找到自身亮点。

第二，学会描述工作经验。对于
工作经验的总结，要学会质化与量
化。毕业生可以划出应聘岗位中对职
位描述的关键字，再比对过往的经验，
这样做可以和所应聘的岗位契合度和
匹配度更高。在工作经验上呈现细
节，展现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毕业
生也可以把相关的实习经验或者相关
的培训经历写在其中。

第三，实习经历起到背书作用。
如果毕业生有一两家名企实习经历，
HR会觉得既然上一家名企录用过你，

那你在大方向上不会有问题，所以名企
实习经历可以起到背书作用。有过实
习经历，证明毕业生和社会有过接触，
不会像个“菜鸟”一样什么都需要教。

第四，跨专业求职，毕业生重点
突出综合素质。如果新的就业方向专
业性不强，就重点突出自身综合素
质。例如，招聘简章中要求“有较强的
抗压能力”，那么毕业生在大学期间有
没有遇到过压力，遇到压力后是如何
化解的，可以在简历中简要说明。

（本报综合）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爆料称，
因为在上班时间向招聘网站投递简
历，在领导约谈后被裁员。据悉，该公
司采用一种行为感知系统，可以帮助
企业监控员工怠工情况、离职风险
等。具体可提供离职倾向员工详情，
包含员工姓名、所属岗位、IP等详细内
容；员工访问求职网站次数、聊天关键
词、简历投递次数等，通过该系统可一
目了然。

公司对员工如此“一切尽在掌控
之中”，引发了不少关注和争议。有人
认为，企业这么做，员工已无隐私可言，
简直成了“透明人”；有人认为，放任这
样的做法，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把相关
系统当成控制员工的工具；也有人表
示，相关员工确实在上班期间利用办公
电脑做了与工作无关的事情。

应该正视的是，类似的监视、管理
员工的做法并不鲜见。具体是非显然
需要具体分析，抛开个案，更值得关注
的是，数字化监控技术越来越成熟，其
因此被越来越多的企业用于实现对员
工管理。技术没有原罪，关键在于使
用技术的主体怎么做。

一方面，企业不能侵犯员工的隐
私等合法权益。我国《个人信息保护
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为订立、履
行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
需，或按照依法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
和依法签订的集体合同实施人力资
源管理所必需，个人信息处理者方可
处理个人信息。即，企业要收集、处
理员工个人信息，需基于工作需要，
且要提前告知员工，得到员工认可，
同时要防范由此可能带来的个人信

息泄露问题，要加强管理，对此也要
承担相应责任。

另一方面，企业如果过度倚重监
控防“怠工”、防摸鱼，反而可能让处于

“严密监控”之下的员工失去工作积极
性、主动性，这是一种“严抓考勤”的管
理思路，并非激励员工向上的好办法。

对企业来说，数字化管理可以是
一种手段，但不能“用力过猛”，而要以
适度、适当、合法为原则，这样才能让
数字化管理更好为企业所用，提高企
业管理效能。劳动监察部门则要加强
对用人单位的监管，防范用人单位侵
犯劳动者权益，要提高企业的侵权、违
法成本，同时畅通劳动者的维权渠
道。劳动者也要增强维权意识与法律
意识，一旦劳动权益受损，要能通过搜
集相关证据依法理性维权。

2022年大中城市联合招聘
高校毕业生专场活动启动

职场数字化管理千万别用力过猛
■ 戴先任

毕业生求职
“实习经验少”怎么办

求职

技巧

就业问答

问：合同约定仲裁管辖地，有效吗？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一条第二
款规定，劳动争议由劳动合同履行
地或者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争议
仲裁委员会管辖。双方当事人分别
向劳动合同履行地和用人单位所在
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的，由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争议
仲裁委员会管辖。

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
则》第八条规定，劳动合同履行地为
劳动者实际工作场所地，用人单位所
在地为用人单位注册、登记地或者主
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用人单位未经
注册、登记的，其出资人、开办单位或
者主管部门所在地为用人单位所在
地。双方当事人分别向劳动合同履
行地和用人单位所在地的仲裁委员
会申请仲裁的，由劳动合同履行地的
仲裁委员会管辖。有多个劳动合同
履行地的，由最先受理的仲裁委员会
管辖。劳动合同履行地不明确的，由
用人单位所在地的仲裁委员会管
辖。案件受理后，劳动合同履行地或
者用人单位所在地发生变化的，不改
变争议仲裁的管辖。

因此，仲裁管辖为法定事项，不
能约定。

（来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政务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