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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建设数字智慧就业服务站点

按下求职找岗的“快捷键”
“你好，我要找周边的销售类岗位。”在宝山区淞南镇党群服务中心，求职者小张站在自助求职机前，向AI数字人表达了

他的薪资期望和岗位要求。没过多久，AI就作出了反馈：“以下是为您推荐的岗位信息……”如今，这样的智能化求职流程在
宝山数字智慧就业服务站点不断上演着，伴随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就业招聘模式也发生了改变。 青年报记者 明玉君

人工智能“把脉问诊”
精准提供推荐服务
在宝山区淞南镇党群服务

中心，全市首家智慧就业服务站
点设立于此，吸引了不少市民前
来咨询。据了解，这处家门口的
就业服务站是宝山区“15分钟就
业服务圈”的率先试点之一，通
过引入自助求职机，集成了“乐
业上海第一站”“宝就业”等多个
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在这里，求
职者只需完成刷脸登录、身份核
验、信息确认三步操作，即可完
成求职登记。随后，求职者可以
直接将求职意向告知数字人“小
ai”，依托“龙门就业大模型”，“小
ai”在几秒内即可生成附近的岗
位信息。

“这和我以前用线上招聘软
件不一样，有什么不懂可以去问
数字人，也可以问现场工作人
员，求职体验更好了。”刚刚体验
了AI求职的小张发出了这样的
感慨。

不少新就业群体求职者表
示，我之前遇到过不少虚假招聘
信息，现在通过数字人找工作，
更透明安心，选择面也更广。在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中，宝山
区淞南镇街区书记介绍，淞南去
年推出了“哥俩好”党建项目，通
过推动骑手小哥和保安大哥两
大群体双向友好，加强党群服务
和行为规范，让新就业群体相处
更融洽，就业更便捷，并赋能基
层治理，使安居乐业在淞南成为
具象。

全国十佳职业指导人员、宝
山区就业促进中心首席职业指导
师李弘介绍说，无论在职业规划、
简历优化，还是面试技巧方面，数
字人都能为求职者提供专业的建
议。此外，它还可以根据对话内
容，精准提供岗位推荐服务。

除此之外，社区就业服务站
点还提供了“扫一扫”刷脸求职、
数字人“直播带岗”、AI面试、数
字背调等一系列创新公共就业
服务，通过人工智能的“把脉问
诊”，实现“找工作”向“选好岗”
的转变，为求职者提供全方位、
多层次的就业支持。

线圈碰一碰
岗位零门槛发布

“以前发布招聘信息要通过

多个渠道或者用电脑操作，费时
费力。现在有了‘碰一下’发职
位，用手机轻轻一碰，就能通过AI
语音一键发布岗位信息。”不仅求
职者，作为企业方，宝山区杨行宝
欣汽车服务店也体验到了智能发
布岗位的便利。该店负责人还现
场演示起了操作流程。“我需要招
一名员工，需求是……”不到一分
钟，所需要的岗位便完成了发布，
简单而快捷。

宝山就促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说，这种“线圈碰一碰”功能，
利用NFC近场交互与AI语音生成
技术，实现了“一碰即登，一说即
发”的智能化招聘流程，让商户
足不出户就可以通过手机发布
岗位。“首次使用的商户须通过

‘身份选择’‘实名认证’‘信息完
善’和‘发布岗位’四个步骤进行
操作，之后就可以直接实现一分
钟语音发布岗位。”不少企业方
纷纷感叹，数字线圈简化了招聘
流程，也构筑起了双方间的数字
桥梁。通过动动嘴就能发岗，真
正实现了岗位的零门槛智能发
布。

不仅如此，企业端轻触屏幕
秒传岗位，求职者也能让心仪工
作一碰即达。通过“线圈碰一
碰”功能的不断深化布局，求职
者与企业招聘实现了“双向奔
赴”。让人欣喜的是，求职者小
王正是通过“碰一碰”功能找到
了适合自己的岗位。“我通过社
区就业服务中心的线圈找到了
这个岗位。主要是离家近，并且

适合自己的技术能力。我现在
已经工作三周了，各方面都很满
意。”小王难掩感激之情。

先行先试
以“智能线圈”精准服务

如今，“乐业上海第一站”“宝
就业”等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发布
了海量的招聘岗位信息。“宝就
业”则把创新服务延伸至“快结
荐”平台，通过微信小程序平台，
实现“碰一下”发职位、“碰一碰”
找工作两大主要功能。

据了解，该平台以“快速发
布+安全结算+精准推荐”为核
心，通过动态解析求职者能力
图谱与企业需求特征，实现智
能派单。独创的智慧系统确保
薪酬安全、准时交付，无界互联
的智慧就业图景正不断被创新
构建。随着宝山数字智慧就业
服务站点的不断投入运行，一
个围绕站点、辐射全域的公共
就业服务网络正加速织就，真
正把就业服务送至家门口、楼
宇间。

据悉，宝山区正积极探索智
慧就业赋能基层的理念，开展先
行先试，率先在上海全市试点建
设“15分钟就业服务圈”数字智
慧就业服务站点。伴随着“15分
钟就业服务圈”建设的不断深
入，宝山正以数据大模型重构服
务生态、以“智能线圈”实现精准
就业服务。让“家门口的offer”
触手可及，实现越来越多的“人
岗匹配”。

青年报记者 明玉君

本报讯 近日，一场编绳兴
趣培训课程在静安区大宁路街
道就业服务站顺利举办，此次活
动以非遗文化为载体，联合“睿
行公益”社会组织的“特别匠人”
项目，探索传统技艺与现代模
式相结合的灵活就业新路径，为
全职妈妈、残疾人、低收入群体
等重点就业群体照亮一条居家
灵活就业的新路。

推出“光合+”
职业成长跃迁计划
谈及举办此次活动的初衷，

街道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如今，灵
活就业已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渠
道，但技能缺失、资源分散、保障
不足等问题仍是阻碍居民尤其是
就业困难群体实现高质量灵活就
业的“三座大山”。由此，大宁路
街道“15分钟就业服务圈”直面
痛点，以“兴趣培育—资源整合—
政策托底”为逻辑主线，构建起一
套系统化解决方案，为灵活就业
注入可持续动能。

据了解，本场编绳兴趣培训
课程是“光合+”职业成长计划的
重要组成部分。今年，静安区大
宁路街道“静邻”就业服务站推出

“光合+”职业成长跃迁计划，该计
划将“培训、就业、创业”三位一体
有机融合，构建“兴趣启蒙-职业
体验-创业赋能-成果转化”四阶
段职业成长服务体系。

活动当天，邀请了非遗传人
黄老师向居民传授蛇结编绳技
巧，通过多变的技法、串珠的搭
配，将传统非遗编织技艺与现代
文创设计理念相结合，引导参与
者独立完成手链、挂坠、车饰等
饰品制作。

同时，黄老师还分享了灵活
就业增收的完整闭环，以“轻量
化”特性破解就业门槛，通过编
织技能速成培训，快速进入“低
成本试错、渐进式创收”的良性
循环；以“数字化”手段拓宽市场
半径，依托直播展示编绳过程吸
引个性化定制订单；以“融合化”
策略提升附加值，将非遗技艺与
现代设计、文化IP结合，推动产
品从手工艺品升级为文化商品。

实现“技能深化+商业赋能”
同步进阶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非遗编
绳外，街道还围绕直播运营等设
计出一套从兴趣培育到技能深
化的课程体系，以零门槛的体验
式课程激活居民就业潜能。同
时，开发模块化技能培训课程，
实现“技能深化+商业赋能”同步
进阶，并提供“创业支持包”，由
创业导师辅导完成商业计划书
撰写、产品定价策略制定，并协
助对接创业孵化资源。帮助居
民实现从零基础到可创收的跨
越，形成兴趣变现的良性循环。

此外，街道为破解灵活就业
资源碎片化困局，还创新打造了

“线上+线下”双网融合的资源流
通生态，即线上依托“大宁易办”
数智平台，发布零工岗位、预约
共享办公空间、匹配技能提升
等。线下依托商圈、园区、居委
打造“灵活就业主题市集”，在慈
善超市设置非遗展位展销手工
艺品，解决灵活就业者“有产品
无渠道”的难题。

另外，聚焦灵活就业者社保
缺失、维权困难等痛点，街道加
大了政策宣传力度，协助居民申
请办理“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联合专业律师开设法律讲堂普
及劳务合同与知识产权维权知
识，降低灵活就业的隐性风险，
提前介入化解潜在风险，让灵活
就业轻装上阵。

“此次非遗编绳体验营不仅
是一场技能培训，更是一次灵活
就业模式创新的生动实践。”参
与者纷纷坦言，受益匪浅。据
悉，接下来，静安区大宁路街道
将以“光合+”职业成长跃迁计划
为支点，持续探索小而美的就业
新可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
社区活力。

编绳兴趣培训课程顺利举办

点亮小而美的就业新“路灯”

编绳兴趣培训课程在静安区大宁路街道就业服务站顺利举办。

宝山区社区就业服务站点工作人员指导求职者使用自助求职机。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