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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家区级劳动服务公司建立到综合化乐业公共服务

公共就业服务顺应时代变革
改革开放40年，劳动就业的变革和产业革新紧密相连，也牵动

着民生发展，见证着时代变迁。从“一岗终身”到劳动合同制；从重
视铁饭碗到多元化就业；从“要就业”到“需指导”，上海人力市场应
环境变化而改革前行。市、区两级也在革新中丰富公共就业服务的
内涵。1979年1月，徐汇区劳动局率先建立全市第一家区级劳动服
务公司。40年间，秉承“顺应需求、优化服务”的宗旨，徐汇区公共就
业服务以“乐业”品牌促进高质量就业。 青年报记者 陈晓颖

“只要不挑不拣，48小时可协助
找到工作。”20世纪90年代末和21
世纪初，徐汇区公共就业部门面向
就业安置求职者上提出了这一承
诺。承诺的背后是机制体制与服务
模式的创新。

2000年，在当时位于徐虹北路
的徐汇区职介所举办了周六招聘
会。每个周六，区内用人单位在此
设摊招聘，吸引了待就业群体的关
注。早上8点招聘会开始。还不到7
点，工作人员就在场馆内透过落地
玻璃门看到门口排满了等待进入招
聘会的求职者。一方面建起常态化
岗位信息平台，另一方面徐汇区就
业服务部门也在配合市级政策，开
发区内岗位，铸好接收就业困难人
员的蓄水池。

在下岗群体中，大部分待业群
体呈现年龄偏大、缺少技能、学历
不高的特点。在僧多粥少局面下，
一部分待业者“剩”了下来。不少

“老大难”又是家中的顶梁柱，全家
老小等着工资吃饭。面对这部分
就业困难人员，就业服务进行了精
准化创新。

本世纪初，市政府组建“万人就

业项目”。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
2003年初正式提出并首批试行推出
市容环境协管、商品交易市场协管、
劳动保障协管、林业养护、河道保洁
等13个“万人就业”岗。

市、区“就业援助先进个人”徐
思成就是这段改革的亲历者。他个
人职业发展的路正是上海劳动就业
变化的缩影。70年代，徐思成响应
国家号召，从上海到安徽插队落
户。返沪后的他经过安置，先后在
徐汇区住宅公司从事锅炉工、仓库
保管员等工作。

下岗后徐思成得到“万人就业
项目”的信息，报名成为了上海市第
一批就业援助员。“我从需要就业援
助的身份切换到助人的角色。”徐思
成在角色变换间，靠着责任心与热
心肠将就业援助工作做到了实处。
他跑遍辖区内招工企业、陪就业困
难者修剪出清爽发型、送求职者外
套协助通过面试。同时，徐思成也
进一步见证了公共就业服务的升
级。2006年，以徐思成个人命名的
职业指导专家工作室在徐汇区康健
街道建成，更多专业化职业指导在
徐汇区落地生根。

翻开徐汇区公共就业的服务历
程表，每一段就业服务的改革步伐
都映照着时代变迁。二十世纪七十
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批上山下乡
的知青返沪。如何解决他们就业安
置就成为了摆在劳动部门工作人员
面前的主要问题。

开就业门路，拓展就业服务，劳
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
和自谋职业相结合。随着国家“三结
合”就业方针发布。1979年1月，徐
汇区劳动局建立全市第一家区级劳
动服务公司。“劳动服务公司的建立
主要是为响应国家七十年代末八十
年代初实施‘三结合’的就业方针、广
开就业门路的重大历史使命而设立
的。”上海市徐汇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副局长王戎山介绍说，当时

在劳服公司中，工作人员主要为
返沪知青开拓岗位，安置工作。

劳服公司的工作人员平日里会走
入各个专业队、建筑队、生产服
务队，挖掘新的工作岗位，系统
安排知青们到各个生产队上
班。在安排组织带动下，上万
名返沪知青稳定就业。这一类
似“劳务中介”的公共服务模式
马上在全市各区县推进。其他
区县陆续组建了劳动服务公
司，并建立面向劳动者提供就
业服务的固定场所。1981年，

为市就业促进中心前身的
市劳动服务公司正式建立，
创造就业条件，组织城镇待
业青年开辟生产、职业培
训。记者了解到，1984年底
全市劳动服务公司创办了

近一千个集体经济生产服务单

位，吸纳了3.2万余人就业。
1984年，劳动力市场经历了一

次转折——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
也就是说，过去劳动力进入单位便一
岗终身的模式在1984年正式画上句
号。对熟悉了“铁饭碗”的就业者来
说，劳动合同到底是什么等一系列问
题都需要专业人员答疑解惑。作为
公共就业部门，区、县劳动服务公司
和街镇劳动服务所工作人员便承担
起了介绍、推进劳动合同制落地的工
作。在市劳动服务公司指导下，全市
各级劳动部门为新就业员工建立劳
动手册，并履行合同制工人待业期间
的组织管理、思想教育、就业培训、就
业安排和生活补助等工作。以徐汇
区劳动服务公司来看，这一时段工作
业务覆盖面正逐步拓宽。

要想进一步广开门路、搞活经
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探索新路径
更需要创新方式。随着经济体制和
劳动制度改革的深入，劳动部门落
实企业招工自主权和劳动者的择业
自主权，积极引入市场机制，探索开
放了劳务市场。

“我们都把当时招工状态称之
为‘骡马大市’。”在当时徐汇区劳务
市场员工的印象里，每天劳服公司
大厅里都挤满了寻找工作的人。
1987年后，上海市社会招工主要采
用举办劳务市场的形式。区级劳务
市场不仅为劳动力提供岗位供需信
息，还负责招工、求职登记，开展就
业指导和代办有关手续等系列服
务。找指导师开单，推荐企业，在大
厅外黑板上看新发布的岗位，越来
越多的求职者走进区级劳务市场熟
悉起这一找工作的新模式。

伴随着 90 年代上海
产业结构大调整，1994年
上海纺织第一家破产企业
第二织带厂因资不抵债
而关门。曾是上海“龙
头”的纺织工业企业也因
调整产能，陆陆续续走向
关、停、转、并。因企业关
停无处安置的38万职工如
何分流？在这一难题下，再

就业服务中心担起重任。
1996 年 7 月 26 日，上

海最早的再就业服务中心
在纺织、仪电两大行业分别

建立。并且这一模式在 1997 年
初被推广到轻工、华谊、电气、
冶 金 和 建 材 等 5 个（集 团）公

司。再就业服务中心是解决就业

的新尝试，为下岗职工搭建起桥
梁，通过保障基本生活，并组织开
展职业培训，从技能和心理上帮助
他们实现再就业，引导他们向区县
分流、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
移、生产自救或自谋职业。下岗
职工的基本生活费、门诊医疗费、
社会保险费由中心承担，资金则
由政府、社会、控股（集团）公司三
方共同筹集。

当年底，根据“以出量进，稳进
快出”的原则，全市共建308个再就
业中心，涉及企业8046户。到2001
年，再就业服务中心人员累计100万
人全部分流完毕。记者从市人社局
获悉，到2001年再就业服务中心陆
续撤销，再就业中心100万人中30
万人提前退休。

“为规范、优化一线职业指导
师的工作方式，我们在前期以流程
规范，以能力提升为导向，打造了
一批‘研究型职业指导师’。”原徐
汇区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南
站分中心主任杨燕华介绍说，随着
4050群体、下岗群体基本上完成就
业，公共就业服务迎来了待业人群
年轻化、心理状况多元化的问题。
面向诉求应对解决，一批职业指导
师通过系统化的《徐汇区职业指导
工作手册》学习与研究，明确了职
业指导的工作标准，进一步拓展就
业服务。

2013年11月，呈体系化的职场
体验项目“徐汇区青年乐业起点”正
式启动。负责人通过乐业起点微信
平台、社区通讯平台等进行活动推
广固定活动，同时也为职业指导员

提供处方式、菜单式的职业指导奠
定基础，作为菜单提供给青年，“缺
啥补啥”。至今，青年乐业起点已经
在徐汇区社区服务中心有定点场
地，每月都有活动排片。徐汇区青
年乐业起点就像一家大型的综合商
厦。在这里，求职之友、职业展示、
测评中心、心灵驿站、招聘天地、创
业之家等十大项个性化、体验式的
服务项目可自主预约选择。求职夏
令营、就业训练工厂、职业指导微课
程、星训练营、职场体验、培训沙龙
等活动也作为项目支撑增强求职者
的“乐业”体验。记者了解到，“乐业
起点”有着专业服务团队支持。由4
名首席职业指导师、7名高级职业指
导师、28名乐业专家志愿者、80名启
航导师组成的指导团队将进一步提
升服务专业度。

下岗职工“转型”安置实现“万人就业”

积极引入市场机制 探索开放劳务市场

产业革新 推动再就业服务
打造“乐业大厦”岗位培训咨询一应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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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区顺应时代变革，“更新”公共就业服务形式。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