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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西区劳动力综合市场的发展变迁路

十年就业服务历程 谱写精彩华章
“九五”前夕，长宁区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在全国率先建立起以“劳动力市场”命名的职业介绍机构——上海市西区劳

动力综合市场。经过十年耕耘，西区劳动力综合市场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以职业介绍为龙头，社会保障为支撑，就业培训为基
础，劳动关系协调为纽带，劳动法律为援助的多功能综合型劳动保障服务机构。作为长宁区就业促进中心的前身，西区劳动
力综合市场在职业指导员们的努力下，谱写出属于自己的就业服务故事。 青年报记者 明玉君

率先探索职业培训与职业
介绍融为一体的运作模式

上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
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国家产
业结构调整，大量工厂关闭，工
人们面临下岗失业，出现了一
大批技能单一、无法适应转型
发展的富余人员，就业形势异
常严峻。为了解决这一社会
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加
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1994
年6月27日，全国首家以劳动

力市场命名的职业介绍机
构——上海市西区劳动力
综合市场在长宁区芙蓉江
路91号正式成立。

成立之后，针对下岗职
工技能单一、年龄偏大这一突
出问题，职业指导员们积极探
索和实践促进就业的新模式，
形成了“前店后工场”，即培训
与职业介绍融为一体，引导失
业人员通过烹饪、美发等技
能培训实现再就业。之
后，西区劳动力综合市场
又结合“数字长宁”和社会
发展的需要，努力打造融
培训、见习、推荐、就业为
一体的“灰领”人才培训和
现代服务业培训，深受求
职者欢迎。

创建首个全国家庭
服务员专业工种培训
“我是1996年进入西区劳

动力综合市场工作的。”作为一
名职业指导员，吴晓英伴随西区劳
动力综合市场的起步、发展和创新
的整个历程，谈起那段就业服务经
历，她开始滔滔不绝起来。其中，

让她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西区劳动力
综合市场在全市首开家庭服务员培
训，并由长宁区劳动局自编培训教
材，家政还被社会誉为“第361”行，
得到了党和政府及社会的广泛认
可。

“那时，大家的就业观念还比较
传统，很多下岗纺织女工不愿意从
事家政工作，他们的家人也不太支
持。”为了做好就业服务和动员，吴
晓英和同事们不辞劳苦，下沉到下
岗职工较多的工厂、街道和楼宇进
行“地推式”宣传，同时做好技能培
训和面试指导，为失业人员匹配合
适的就业岗位，并进行后续就业情
况追踪。

随着家庭服务员培训班一期一
期的开展，对家政工作感兴趣的人越
来越多，逐步树立起家庭服务员培训
的品牌效应。“从原来不想做，到后来
争着做，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人们
就业观念所发生的转变。”据吴晓英
介绍，当时，为了满足外籍人士家庭
服务的需要，西区劳动力综合市场还
引进了外教为学员们授课，也因此涌
现出了李金娣等跨出国门的家政服
务员，实现了技能就业。

据了解，十年来，西区劳动力综
合市场共培训家庭服务员 5000 多
名，70%以上的学员先后走上就业岗
位，被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确定为
上海地区唯一的家政服务员示范培
训点，被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指
定为家政服务员应会考核鉴定站，深
受认可。

除此之外，西区劳动力综合市场
还关注失业人员的托底帮困，整合社
会力量和各方资源，妥善安置并为其
积极开发公益性岗位。同时，规范劳
动力市场，加强劳动力管理，构建劳
动保障社会诚信体系。

“五进五送”
提供全方位的就业服务

“我是西区劳动力综合市场的受
益人之一，当年，通过参加公开招聘，
我从一名设计师转型成为职业指导
员。”谈起西区劳动力综合市场，周莉
丽心怀感恩。在她看来，做好就业服
务工作，需要掌握供需双方的需求，
进行精准匹配，从而起到牵线和桥梁
的作用。

当时，网络还不发达，除了做好
岗位信息、人员登记等手工台账之
外，周莉丽与同事们化身“跑楼小
姐”“跑楼先生”，足迹遍及长宁区所
有商务楼，挨家挨户拜访、搜集用工
信息。“我们组成了8人小分队，我是
组长，虽然辛苦，但大家齐心协力，一
年下来，就积累了丰富的企业和岗位
资源，对就业服务工作的开展起到了
推动作用。”

1998年5月，上海市西区劳动力
综合市场搬迁到拥有4600平方米的
新址——武夷路517号，继续为求职
人员提供优质的职业介绍服务。除
了围绕青年人“就业难”，举办青年见
习暨微小型创业项目推介活动外，职
业指导员还积极与社区、学校联动，
开展以“五进五送”为内容的就业援
助活动，积极安置就业困难对象。

“‘五进’，是指进高校、进社区、进园
区、进商场、进楼宇；‘五送’包括送政
策、送岗位、送技能、送培训和送补
贴，提供全方位的就业服务。”

此外，西区劳动力综合市场立足
社区建设，坚持“以人为本”和创新发
展，将促进就业和劳动保障事业各项
工作向基层社区延伸，不断推出便
民、便捷、规范化服务。据了解，到

“十五”期末，全区十个街镇均已建立
了综合性、多功能的就业服务体系。

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给予
关怀

“就业是民生之本，我们的工作
也得到了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的关
心和肯定。”回忆起各界所给予的亲
切关怀与真诚勉励，吴晓英和周莉丽
依然激动不已。

据了解，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
锦涛，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副总理的黄菊，曾于1997年11
月视察西区劳动力综合市场，与求职
人员亲切交谈，鼓励他们笑迎生活挑
战的同时，还兴致勃勃地翻阅由长宁
区劳动局编写的《家政服务员》培训
教材……

对吴晓英、周莉丽等一线职业指
导员而言，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的亲
切关怀让她们倍感温暖，工作上的动
力和干劲更足了。“就业服务工作很
忙碌，有时也会遇到有抱怨情绪的失
业人员，虽然自己内心难免委屈，但
还是要去换位思考、理解他们，像自
家人一样送去关心、帮助和支持。”

成果显著，受到国际广泛关注
长期以来，西区劳动力综合市场

紧紧围绕“民生、民安、民权”有序开
展促进就业和劳动保障工作，持续推
出创新举措，如在全市第一个成立

“劳动法律事务所”、在全市第一个
举办高技术与现代服务业人才教育
论坛、在全市第一个开设就业服务排
队叫号系统等。先后荣获“上海市社
会化职业技能培训先进单位”“上海
市再就业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称
号。在收获累累硕果的同时，也受到
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十年来，西
区劳动力综合市场先后接待了40多
批部长级以上的联合国和外国代表
团，被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命名为“上
海市优秀外事接待单位”。

据了解，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
员（爱尔兰前总统）玛丽·罗宾逊夫人
一行访华期间，就考察了长宁区劳动
力市场，从中了解中国积极推进市场
经济，促进就业，保障和维护人权的
政策以及发展情况；古巴共产党中央
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会副主席马查
多在参观考察长宁区劳动力市场活
动和对中国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积极
探索下岗、失业人员的就业新路，非
常赞赏……

值得一提的是，西区劳动力综
合市场在推行积极的市场就业政策
的同时，努力探索培训和就业相结
合的“再就业”机制，也受到了国际
关注。1996年，国际劳工组织官员
在上海市西区劳动力综合市场考察
时，曾兴奋地向国家劳动部陪同人
员说：“我走了这么多国家，没看见
把职业培训与职业介绍结合得如此
好的地方，与其你们组团出去考察，
还不如我组织各国同行来这里学习
取经。”

更名为长宁区就业促进中
心，继续提供就业服务

2003年，西区劳动力综合市场更
名为长宁区就业促进中心，继续迎接
新的就业服务挑战。面对就业服务
对象的变化，职业指导员们针对市区
不同就业群体推出了就业援助、“春
风行动”、民企招聘周、高校毕业生就
业服务月等一系列举措，同时与大数
据紧密结合，依托大数据分析就业形
势，提供指导依据等。

回顾伴随西区劳动力综合市场
一路走来的历程，周莉丽从窗口的
职业指导员做起，通过“跑街”、沟
通、对接，为求职者提供高效岗位
匹配服务，逐步成长为长宁区就业
促进中心副主任。去年，刚刚退休
的她，依然关注就业问题。在她看
来，西区劳动力综合市场是特定时
期的就业服务举措，对稳定社会起
到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 40 周年
之际，就业服务再出发，希望同行
们继续向着更高质量就业的目标
而努力。”

对于已经退休10年的吴晓英而
言，西区劳动力综合市场凝聚了所有
职业指导员的努力和汗水，也见证了
她的职业成长。“作为就业服务工作
者，我的心从未离开。”

长宁区下岗职工正在参加再就业岗前培训考试。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