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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求职的新模式，视频简历
不仅可以包括有关求职者的求职意向、
自我介绍等信息，还可以生动地反映求
职者的音容等立体形象，备受很多求
职者青睐。但是视频简历的缺点也是
相当突出的，费时费力不便阅览，且难
于保存和查阅。多数人事经理在招聘
高峰期根本拿不出这么多的时间和精
力去看视频简历。而且，视频简历同样
为招聘方提供了一个直接拒绝求职者
的机会。求职者的相貌、年龄、体重等
信息会完全呈现在雇主面前，在录制视
频简历前，求职者需要对自己所能提供
的价值非常自信。

对那些外表普通、表达能力不够
好的求职者来说，视频简历恰恰突出
了个人的弱点，反而对应聘不利。不
过对于应聘一些需要展示个人才艺的
岗位，比如电视节目主持人、公关创意
类工作或者编导、节目制作等职位，视
频简历可以用来展现个人魅力和专业
能力。

如果求职者确信自己具有独特的
价值，并且能够在短频中有效传达，那
么就可以向雇主提供一个视频简历的
链接。毕竟与其他候选人相比，这可
能成为求职者的一个优势。

总的来说，视频简历要慎用。不
知道大家是否知晓一个“55—38—7”
定律：人和人之间的有效沟通，55%靠
肢体语言或表情，38%靠声音，只有
7%的有效沟通取决于内容，也就是
说，面对面的沟通是最有效的沟通方
式，这也是为什么销售总监宁可不远
千里，也要上门去拜访客户，而并不是
用电话或视频沟通的真正原因。所
以，一个视频简历也只是简历，它的目
的还是争取一个面试机会。

近日，教育部在原教育部新职业
网和24365智慧就业平台基础上，全
新升级建成“国家24365大学生就业
服务平台”，将为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提
供更优质的“互联网+就业”服务。通
过打造24小时365天“全时化、智能
化”平台，进一步完善高校毕业生市场
化社会化就业机制，促进毕业生更加
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该平台是教育系统及有关部门开
展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就业指导与
就业管理的综合性平台，包括PC端和
手机端。目前，该平台汇聚了比较丰
富的就业资源。面向2022届毕业生，
汇集了380余万个岗位信息。已上线

“互联网+就业指导”直播课91期，涵
盖就业形势与政策、行业分析、求职技
巧等内容。同时，结合毕业生求职意
愿等信息，平台主动为毕业生推送适
合的岗位信息。

针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导致毕业
生外出求职不便的现实情况，在8月
底之前，平台将举办线上招聘会40场
左右，提供 500 万条以上的岗位信
息。大力推广“云签约”，实现求职签
约线上“一站式”办理。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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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人事
司一级巡视员丰兆龙在国家知
识产权局3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介绍，我国知识产权人才规模达
到69万人，国家经济职称系列增
设知识产权专业，全国50多所高校
建立了知识产权学院，知识产权人
才工作的进步为知识产权事业发
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十四五”时期，将持续
扩大知识产权人才队伍规模、优
化层次和结构，实现2025年全
国知识产权人才超100万人的
目标。

知识产权人才是发展
知识产权事业和建设知识
产权强国最基础、最核
心、最关键的要素。丰

兆龙介绍，2021年，国家知识产权
局制定印发《知识产权人才“十四
五”规划》，提出构建“4+1”知识产权
人才体系，重点推进知识产权保
护、运用、公共服务、国际化4支重
点人才队伍和审查注册1支基础人
才队伍的建设，使知识产权人才链
覆盖知识产权工作全链条；提出加
快推进设置知识产权专业学位、推
动知识产权职称制度改革、在重点
区域建设高水平知识产权人才高
地等，满足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对高
层次人才的需要。

据介绍，2015年，国家新版职
业大典新增知识产权专业人才类
别，标志着知识产权相关职业身份
在国家层面得到正式确立；2019年
6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
《关于深化经济专业人员职称制度
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在发
展势头良好、评价需求旺盛的知识
产权等领域，增设新的专业”；2020
年，知识产权专业正式纳入经济专
业技术资格考试科目。

“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向更加职
业化、专业化方向发展。预计到

‘十四五’末，全国中级以上（含中
级）知识产权师数量将达到 2 万

人。”丰兆龙说。
在知识产权教育方面，自

2015年起，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
教育部开展了全国中小学知识产
权教育试点示范工作，累计评定
165所国家级试点示范学校，培训
万余名专兼职教师，支持编写了
《全国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指南》
等教材。截至目前，全国有超1400
所学校近200万中小学生接受了
知识产权教育。

丰兆龙介绍，下一步，国家
知识产权局将及时关注经济系
列职称改革推进情况，结合知
识产权工作实际做好配套衔
接，指导各地扎实开展知识
产权师职称评审，推动知
识产权职称工作更好地
服务市场主体、创新主
体，深入推进职称工
作信息化建设，加
快建设职称申报
系统和评审系
统，做好职称
评审服务保
障工作。
（本报综合）

本报讯（通讯员 王璐璐）近日，
“航天科工杯”2022年中国青年创新创
业交流营暨第九届“创青春”中国青年
创新创业大赛启动。活动以“青春喜迎
二十大 创新创业赢未来”为主题，围绕
科技创新、乡村振兴、数字经济、社会企
业等领域，分别于湖北武汉、江苏盐城、
江西共青城、辽宁大连举办系列活动，
为创业青年提供技能培训、展示交流、
咨询辅导、资本对接等服务。

多年来，“创青春”活动坚持紧跟
国家政策规划和经济市场动态，持续
优化完善比赛机制。本届“创青春”活
动作出如下调整优化：为进一步鼓励
引导广大青年积极投身数字经济等国
家重点战略规划方向，大赛首设数字

经济专项，引导青年将个人发展目标
愿景与国家战略发展方向有机结合，
不断创新突破发展，贡献青春力量；为
激励初涉创业的大学生、青年农民工
迈出返乡入乡创业“第一步”，大赛在
乡村振兴专项中新设创新组，支持未
进行市场主体登记注册的青年创新创
业项目参与；为助力广大青年自主创
业，大赛规则进一步明确个体工商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可以参赛，
鼓励基层小微创业青年打通城市乡村

“微细血管”；为持续赋能创业青年，增
强创业主体活力，大赛围绕当前经济
发展重点和青年创业者实际诉求，将
创新创业培训贯穿活动全过程。

大赛根据参赛项目所处的创业阶

段及企业创办年限，设置创新组、初创
组和成长组。年龄35周岁（含）以下的
中国公民均可参赛。参赛项目可由个
人申报，也可由团队申报。优秀项目
经过初赛、半决赛、决赛等环节比拼，
最终将角逐金奖、银奖、铜奖和优秀
奖，并有机会获得资金扶持、孵化服
务、展示交流等多方位支持。即日起，
参赛者可登录大赛官网注册报名，通
过关注“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官
方微信号了解活动最新消息。

据了解，“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
创业大赛是服务青年创新创业的重要
赛事，自2014年起已连续举办8届，累
计吸引超过48万支青年创业团队209
万名创业青年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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