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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我们

的社会主义就是要走共同富裕的路子。外来

务工人员来上海作贡献，同样是城市的主

人。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满足人民群

众对住房的多样化、多元化需求，确保外来人

口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习近平

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

去年以来，上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力以赴稳就

业、保民生、聚人才、促和谐、优服务、强党建，

推动上海人社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大就业”格局，促进高质
量充分就业

“我没有工作经验，不知道如何应对面

试，找工作有点难。这里的老师会根据每个

人的性格和需求，引导我们找适合自己的工

作，实训营让我对就业方向更加清晰。”参加

完首期闵行区求职能力实训营，青年小倪这

样感慨。

为期4天的实训营，针对离校未就业高校

毕业生人群和社区失业无业青年，通过集中培

训、企业参访、见习实践、成功就业4个板块，让

青年们对职业有更好的自我认知、找准就业方

向，又以训代讲，在实操中提高面试能力。

开营第一课就是“自我认知图片”“职场

沟通撕纸”小游戏。仅仅是完成“纸张对折”

这个小动作，每位同学都采用了不同方式，也

因此有了切身体悟：每个人理解能力不同，要

学会倾听、换位思考。

实训营9名学员都成功实现就业，其中7

名学员经莘庄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推荐

成功参加了青年见习，还有2名学员成功市

场就业。小倪成功应聘到了上海锦绣年华人

才公寓管理发展有限公司管家一职。

实训营是闵行区莘庄镇搭建“15分钟就

业服务圈”的生动体现，通过合理布局就业服

务站点，有针对性地开展需求排摸、能力提

升、岗位推送、职业指导等特色服务，让家门

口的就业服务更贴心。

去年3月1日起实施的《上海市就业促进

条例》，提出要充分挖掘区域就业服务资源，

向劳动者提供便利可及的公共就业服务。过

去一年，上海各级人社部门全面推进“15分

钟就业服务圈”社区就业服务站点建设，加强

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

帮扶，使服务阵地延伸到家门口，将服务队伍

沉入网格里，把就业服务及时送到居民面前。

站点服务功能，包括通过调查走访了解

服务对象就业意愿、收集招聘岗位信息、提供

岗位信息查询与推送服务，亦包括为劳动者

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宣介、政策解读等服务，还

要对重点群体开展“一对一”帮办、安排创业

指导专家向创业者提供帮扶指导。

目前，上海已初步建成227个服务站

点。各区、街镇因地制宜，形成了适应区域特

点的服务品牌，如杨浦区聚焦“小而精”“专而

优”的“乐业空间”、虹口区依托辖区邻里社群

的就业服务工作站、闵行区嵌入“易就业”智

能服务终端和采用片区化管理模式的社区就

业服务站等，让各类求职者在家门口找到职

业方向。

去年以来，上海人社部门以实施《上海市

就业促进条例》为引领，健全市区协同、部门

联动“大就业”工作格局，系统构建“1+2+15+

保障”，即上海公共就业招聘1个新平台、新

技能需求和技能人才薪酬水平2项新发布、

15分钟就业服务圈的就业工作体系，让广大

劳动者就业在上海、权益有保障、乐业更放

心。上海人社部门还推动稳就业18条、高校

毕业生“3+1”等政策措施落地见效，强化高

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等重

点群体帮扶力度。截至2023年12月底，各项

就业培训目标任务和市政府实事项目全面超

额完成，全市就业形势稳中向好。

2024年，上海将进一步优化就业促进工作

体系，着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通过推动建

立“大就业”工作格局，研究制定促进高质量充

分就业相关政策举措。确保完成新增就业人数

55万人、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80万人次等就业指

标。实施“建成‘15分钟就业服务圈’社区就业服

务站点350个”和“新增培养高级工及以上技能人

才4.5万人次”两项为民办实事项目。

尤其是，对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展开重

点就业支持和帮扶。一方面，汇集各方资源，拓

宽新兴行业、前沿产业、知名企业的就业渠道和

机关事业单位招录、国企招聘、基层服务等就业

资源，为广大毕业生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

另一方面，开展更高效的就业服务，促进人岗匹

配，持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线上线下招

聘活动，打造职业指导、就业见习、技能培训、创

业咨询、托底保障等“全链条”就业服务，帮助大

学生提升就业能力；坚持线上线下深度融合，持

续推进“上海公共就业招聘新平台”和“15分钟

就业服务圈”社区就业服务指导站建设。

对于其他重点群体，人社部门将进一步加

大青年就业见习岗位募集力度，完善就业援助

制度，常态化开展“人人乐业”专项行动，加强就

业困难群体兜底帮扶和登记失业人员跟进服

务，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实施灵活就业

专项支持行动，打造更多综合性、区域性、行业

性零工市场，推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提质。

此外，上海人社部门也将继续用心用情做

好农民工就业服务保障工作，帮助他们提升技

能，稳定就业。针对春节前后农民工稳岗留工、

返岗复工的较大需求，已启动稳岗留工送温暖

和春季促进就业专项行动，并将赴中西部省份

举办各类专场招聘活动，“点对点”包车包机保

障出行，更好满足春节前后重点企业、重点工程

的用工需求。

剑指世赛，激励更多劳动者
成为能工巧匠

10金10银10铜79优胜。去年9月举行的

第二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上，上海技能选手取

得了这样的好成绩：“来这里就要全力以赴，目

标是冲击世赛”。

好成绩背后，折射出上海对新时代高技能

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视。尤其是，推动职业技能

培训与现代产业发展、与劳动者需求相适应，出

台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综合性文

件，发布急需紧缺高技能人才职业（工种）目录

和新技能培训项目目录，大力加强职业技能培

训和技能人才培养。

去年11月，上海发布《关于加强新时代高

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到将完

善技能人才评价体系，尤其是实施技能等级认

定提质扩面行动，优化完善各项政策举措，支持

企业自主开展技能人才评价。这份《意见》收获

了各界的点赞，为技能人才培养勾勒了清晰路

径，既要从源头上拓宽技能人才培养渠道、提升

全社会对技能的重视，又要以补贴、等级证书等

实实在在的“福利”让他们无后顾之忧。

上海还通过高水平举办第一届上海市职业

技能大赛，让优质技能人才崭露头角。1122名

选手在大赛109个项目上展开竞逐，精彩纷

呈。这也对加强本市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

设、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构建职业技能竞

赛体系以及营造技能人才发展的良好环境，起

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技能人才培养，还得将观念扎根于青少年

心中。坐落在杨浦滨江的世界技能博物馆去年

11月正式开馆，这是全球首家以世界技能为名

的展馆。展品涵盖从传统技艺到高新科技，从

世界技能故事到中国技艺长廊。观众可以一站

式了解世界技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真切感受

技能创新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更

重要的是，让一颗技能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萌

芽。今后，世界技能博物馆将被打造为世界级

现代复合型博物馆新坐标，充分发挥展示陈列、

教育传播、国际交流、收藏保管等功能，成为世

界技能展示中心、世界技能合作交流平台、国际

青少年技能教育基地、官方文献中心。

上海不断筑牢引才聚才强磁场。在深化职

称制度改革方面，上海人社部门设立“直通车”

“举荐制”等特殊评价机制；发布首批境外职业

资格证书认可清单，探索境外职业资格和职称

评价比照认定机制。发布人力资源服务业创新

发展三年行动方案，举办上海首届人力资源服

务创新发展大赛，上海人力资源服务业在第二

届全国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大会上取得1个特

等奖、1个二等奖、2个三等奖的优异成绩。

2024年，上海人社部门将继续聚焦产业和

就业需求，完善具有上海特色的技能人才培养

模式。在健全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方面，深化职

业技能提升行动，推进高质量的大规模职业技

能培训，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加快开

发新技能培训项目。同时，加强新时代高技能

人才队伍建设，通过深化技能人才评价制度改

革，落实“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证书”制度，

推进院校参与技能评价，有序开展社会化职业

技能等级评定，积极推进高技能人才培养。

上海人社部门还将以供需匹配为重点，创新

推进职业技能培训。聚焦“五个中心”建设，以“人

人都能通过培训提升技能、人人都能拥有一技之

长、人人都能发挥自身特长实现人生价值”为目

标，大力推进职业培训政策服务创新。围绕“3+

6”产业以及城市基础运行保障，动态更新急需紧

缺高技能人才职业（工种）目录和新技能培训项

目目录，加大支持力度。今年，第47届世界技能

大赛将在法国里昂举办，人社部门将全力

为参赛选手做好相应组织、保障工

作。2026年，第48届世界技能

大赛将在上海举办，筹办

工作也将紧锣密鼓展

开。结合世赛参赛

和筹办工作，

人社部门将

进一步加

强技能领域国际交流合作。这些都将为上海人

社当好排头兵、先行者，提供良好舞台。

“一键直达”，人社政策直达
基层直击痛点

登录网站、填上需求、锁定单位、投递简历，

随着“上海公共招聘”持续进行系统升级，找工

作“一键直达”，求职者和企业有了更便捷、智

能、可靠的使用体验。

过去一年，上海人社部门全力提升公共服

务质效，让广大劳动者与企业都能享受靠谱服

务。出台优化营商环境39条改革举措，运用数

字化手段赋能经办服务，“双100”高频服务事

项改革、“一件事”改革、在线帮办、上海人社惠

企政策服务包等一系列创新举措相继落地见

效。通过大力推进政策集成发布、快速查找、精

准推送、一网通办和免申即享，人社部门实现了

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转变。2023年，

人社“一网通办”办件量位居全市前列，政务服

务好评率达99.99%。

接下来，人社部门还将进一步提升人社便

民服务水平。坚持“大数据+铁脚板”贯通发

力，加快建设数字化、便捷化、亲民化政务服务

大厅，深入推进“一网通办”、“一件事”、居民服

务“一卡通”等数字化改革任务。优化上海公共

就业招聘新平台功能，促进更多市场化资源参

与公共就业服务工作，探索实施“就业补贴一件

事”，优化“稳就业一件事”功能，让就业公共服

务功能更有效。

同时，继续发布人社领域优化营商环境若

干举措，持续推进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新评估体

系对标改革和迎评工作。实施好人社“惠企政

策服务包”、就业服务专员、“一企一策”定制服

务等举措。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

局长杨佳瑛表示，要把握好政策取向的一致性，

着力推动人社政策与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其

它社会政策同频共振、同向发力；要增强政策的

穿透力，有力提升政策的清晰度、针对性和有效

性，确保人社政策直达基层、直击痛点，易于理

解和操作，出台一个、见效一个。

以慢不得的紧迫感、等不起的危机感和争一流的使命感

助力推动上海人社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上海建立“大

就业”格局，促进高

质量充分就业。

（市人社供图）

第一届上海市职业技能大赛，让优质技能人才崭露头角。 （市人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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