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事·关注

2011年2月23日 星期三 编辑：吕华远 美编/组版：王小涵 B08今日烟台

百人登信息，69人找到工作
农民工求职服务周活动结束，用工企业和求职者“各取所需”

本报2月22日讯(记者

侯文强) 从15日至22日，本

报与市劳动就业办公室主办

的“农民工求职服务周”活动

持续了8天，本报求职招聘热

线每天都响个不停，共有100

名农民工登上本报“求职

栏”，其中69人找到了工作。

不少求职者的信息刊登

出去当天就找到了工作。21

日下午5时许，27岁的于大海

给记者打来电话说，他的信

息当天在“求职栏”中发布

后，有十几个用工单位给他

打电话，下午他就在一家服

装厂找到了满意的工作。

22日，记者对100名登上

本报“求职栏”的农民工进行

回访发现，其中有69人找到

了工作。他们有的进工厂当

了一线操作工，有的到酒店

当了服务员，还有的当上了

技术工人。

针对求职者遇到的各

种问题和烦恼，本报对烟台

市就业主管部门的工作人

员以及法律专家进行专访，

释疑解惑。今年22岁的王女

士说，他们求职时碰到最大

的问题就是不掌握就业信

息，现在她每天都会关注本

报举办的“农民工求职服务
周”活动，除了看看当天哪

儿有招聘会，还从中了解了

许多就业政策和知识。

不少用工企业也致电

本报表示感谢。烟台市华

美达广场大酒店的招聘人

员说，他们不仅通过“农民

工求职服务周”活动招到

了工人，而且通过阅读优

秀农民工以及善待农民工

企业的故事，获得了不少

招工用工的启发。

市就业办提供的数据显

示，现在仍有部分企业招不

齐人，主要集中在服装、食品

加工、电子制造、餐饮服务和

建筑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不

过，元宵节过后，随着大量农

民工的返城，企业用工紧张

形势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到4

月份预计可有3万多农民工

实现就业。

市劳动就业办公室主任王念瑞：

“服务周”活动效果好
本报2月22日讯(记者 侯

文强) “农民工求职服务周活

动是个好活动，效果好，不仅

帮助许多农民工找到工作，促

进了就业，还为许多企业招到

了工人，对缓解用工紧张形势
起到了积极作用。”22日下午，

烟台市劳动就业办公室主任

王念瑞说。

“农民工求职服务周”活

动开始前一天，正在外地出差

的王念瑞在电话中听到活动

的策划方案后，连连称好，当

即决定和本报主办此次活动，

并派市劳动就业办公室工会

主席王少伟专门负责此事。

活动期间，本报专访了市
劳动就业办公室副主任曹作

文，为农民工兄弟姐妹详细解

释烟台的就业政策。另外，本

报还刊登了市劳动就业办公

室提供的招聘信息，为广大企

业解决招工难题。

王念瑞表示，市劳动就业

办公室和齐鲁晚报以后还应

多组织这样的公益活动，宣传

就业政策，树立优秀典型，帮

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

烟台市今年将加快促进

统筹城乡就业，确保就业形势

稳定，把就业放在民生工作的

首要位置来抓，预计全市新增

城镇就业12万人以上，本市农

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2万人

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3 . 5%以内。

今起三天有4场招聘会

本报2月22日讯(记者

侯文强) 市区本周还将举
办4场招聘会。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门工作人员提

醒，市人力资源市场、市人才

市场和芝罘区人才市场是三

个不同的场所，求职者要分
清楚各场招聘会的举办地

点。另外，招聘摊位很紧张，

用工企业最好提前一周和招
聘会主办方预约。

本周4场招聘会分别为：

23日，市人才市场，计算机、

电子类招聘会；24日，开发区

人力资源市场，综合类招聘

会；24日，芝罘区人才市场，

综合类招聘会；25日，市人才

市场，金融、物流类招聘会。

培训网络助农民工创业

本报2月22日讯(记者

李婵娟 通讯员 桂涛 邹

参 于芳 珍玉) 民工创业

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在芝罘

区，就建立起一个以区创业培

训中心为龙头，以基层劳动保

障服务平台、社会培训机构为
两翼，涵盖创业培训、企业提

升培训和技能培训三个层面

的培训网络。

在小沙埠村，“百信糕点

房”的林文强就是参加了创

业培训才及时将自己的创业

思路转化成加盟蓝白面食
的。创业培训网络不仅帮助

有创业意愿的个人创业，还

通过开展提升培训，帮助想
扩大规模的企业主提供智力

和人才支持。

截至目前，芝罘区已培

训创业学员2040人，培训后

的学员创业成功率在30%以
上，人均创造就业岗位4个以
上。芝罘区创业者协会于

2010年1月28日正式成立，目

前，会员单位超过35户。

格优秀务工者启示录

多次创业后选择卖童车
当年的下岗工如今帮助数十人实现就业
本报记者 李婵娟 董从哲 通讯员 桂涛 邹参 于芳 珍玉

烟台三站爱婴岛童车商行

的总经理朱一平现在干得不错，

而当年，他只是个下岗工人。

对朱一平来说，1998年是黑

色的，因为那一年原本拥有一个
好工作的他下岗了，成了一个在

家呆着的闲人。回忆那段日子，

朱一平显然有很多的话可说。

“刚下岗的时侯不知该干什
么，恰巧报纸上的一则广告吸引
了我。”朱一平告诉记者，当时广

告中有一家北京公司的一种服
装翻新改色的技术诚邀加盟。朱

一平有了自己的主意：自家一些

衣服，款式、面料都不错，只是有

些褪色。扔了有些舍不得，不扔

又感觉不好意思穿。如果有技术
把这些衣服“起死回生”，既能避

免浪费，还能使其重现风采，肯
定能赚钱。

虽然有了主意，但当时的朱

一平缺乏创业知识，一心想着赚

大钱，没有对该项目可行性做全

面的市场调研就盲目地带着加

盟费直奔北京。生意开张后没过

几天，问题出现了。有的顾客找

上门来，说衣服着色不好、容易
褪色；有的缩水了；有的根本达

不到顾客要求的颜色；有的干脆

就上不去色。“那几个月，我真像
生活在地狱里一样。”朱一平对

那段苦日子记忆犹新。

在那之后，朱一平还干过饭
馆和其他几个项目，但均以失败

告终。

屡败屡战，朱一平不是一个

肯轻易服输的人。就在朱一平对

创业迷失方向的时候，2004年，

他参加了芝罘区创业培训中心

举办的针对下岗职工的免费技

能培训班。他认真总结了以前失
败的原因，最终选择创立烟台三

站爱婴岛童车商行。

由于前几次的失败，朱一平
把家底儿赔得精光，要想重新创

业，资金就是最大的问题。在芝罘

区人社局举办的创业大赛活动

中，朱一平凭着胆识和智慧，获得

了一笔不小的奖金。从此以后，他

重整旗鼓，树立了创业的信心，企
业得以快速、健康地发展。现在，

他的企业由最初的两三个人发展
成为数十人，在童车市场中颇具
影响力。他的企业帮助十几名下
岗职工走上了创业之路，并带动
60多名失业人员就业。

22日上午，在芝罘区人才市场举行的一场招聘会上，由

于求职者众多，为了避免场面混乱，招聘会工作人员要求求

职者按次序分批进入招聘会场。

本报记者 侯文强 实习生 郭婷 叶志勤 摄
求职者排长龙

今后每逢周一

继续刊登“求职栏”

读者可拨打96706提供求职信息

本报 2月 22日讯 (记者

侯文强 ) “农民工求职

服务周”活动结束后，本报

将于每周周一，在《今日烟

台》2版发布“求职栏”，免

费刊登求职信息，为农民工

兄弟找活儿。

22日上午9点半左右，26

岁的韩女士打来电话说：“谢

谢你们，我通过咱们报纸找
到工作啦！现在有不少老乡
托我问问能不能给他们登一
下求职信息。”

今后，广大求职者可以
拨打96706(全省市话收费)或

发送电子邮件至yantaicaijing

@126 .com提供求职信息，内

容包括求职者姓名、年龄、求

职意向、期望薪酬、学历技

能、联系电话等，发布的所有

信息务必真实、准确、有效。

另外，为帮助企业招到

工人，本报专门开辟了“人才

招聘”专版，欢迎广大用工企
业拨打6630821或6630816发

布招聘信息。

朱一平在芝罘区举办的创业大赛上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