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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技术，

择业受限制

机会多了，并不意味着4050
的就业问题解决了。采访中，记
者发现，大多数女性“4050”人员
依然从事的是保姆、保洁、营业
员等行业，男性则多为保安、维
修工、货运工、管道疏通工人等
行业。

在大型的招聘会中，前来找
工作的“4050”人员在人群中随
处可见。今年46岁的张庆祝就是
其中一员。每次参加招聘，张庆
祝转上几圈也找不到合适的工
作。张庆祝初中毕业后，就在一
个工厂干活。下岗之后一直做保
安工作，每次去人才市场都想换
个“行当”干干。

“保安工作时间长，操心多，
工资还不高。”但是转了一圈，张
庆祝有些失望。“焊工、钳工工资
高，可我没这个技术，当司机我
又没驾照。”张庆祝说，实在不
行，他只能再干自己的“老本
行”。

赵茜军今年48岁，是潍城一
家企业的下岗职工。由于家庭经
济条件不好，孩子还在上学，下

岗后赵茜军就开始四处找工作。
他帮人卖过早餐、干过装车卸货
的体力活、还摆过街边摊。可是
这些工作不太稳定，报酬也很
低。赵茜军说，“能够供我们选择
的工作，大多是工作累、薪酬低
的岗位，干吧，觉得累死累活不
挣钱，不干吧，别的活人家又不
要你，帮人卖早餐一天才能挣20
块。”

不仅其他行业门槛儿高，就
连比较青睐4050人群的月嫂行
业，有的也在给这一群体“出难
题”。潍坊来喜家政服务中心一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单位的
月嫂大部分在40岁左右，“年龄
再大的一是精力跟不上，二是经
常忘事，可能会影响服务质量。
新招聘进来的人，我们会有一个
培训，年龄大的话学得也比较
慢”。

部分“4050”人员
不愿再次“充电”
记者在潍坊市人才市场见

到了正在找工作的李正伟。李正
伟家住潍坊市潍城区，今年47
岁，因为会点儿修电器的手艺，
下岗后先后在多家饭店、企业做

维修工，月工资都在1800元左
右。

当天上午，他也没找到合适
的工作。“转了一圈只看到两家
企业招聘维修工，但工资都太
低，都在1600元左右。”记者看
到，现场不少企业在招电焊工，
工资待遇都在2000元以上，最高的
达到了3000元。记者了解到，潍坊市
就业技能培训中心每年都在免费
培训电焊工，记者建议其参加培训。

但李正伟说：“我都这么大年
纪了，再去学都晚了，而且培训
得花时间，还耽误挣钱。”“那为
啥不自己开个修理店呢？”记者
问。“开店得有本钱啊，我挣的钱
还不够一家人花，去哪儿弄钱？”

在招聘现场，一医药公司负责
招聘的人告诉记者，因为一直缺销
售人员，加上销售行业门槛儿低，他
们放宽了对销售人员的年龄限制，
但很多“4050”人员对此并不“感
冒”。“主要是怕累、压力大，其实也
能理解，毕竟到了这个年纪，都想找
份安稳一点的工作，不想到处跑。”

“转变观念，
多参加培训”

不少4050人员就是因为没

有技能，才很难招到合适的工作
岗位。记者了解到，潍坊市人社
局为失业人员免费提供再就业
培训，让失业人员能够多学习就
业技能。

“最重要的还是转变观念，
多参加培训。”潍坊市再就业培
训机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行行
出状元，其实，“4050”人员不一
定非要扩展工作领域，比如家政
行业，在潍坊市一些高级家政人
员每个月能收入五六千块钱，有
志于在这一行发展的应该多学
习，积累经验。

虽然政府为失业人员提供
了多方面的再就业培训，可是这
样的再就业培训班并不能引起
失业人员的热情。工作人员介
绍，有的时候一个培训班只有一
两个人，“求职者怕耽误时间不
愿意培训，其实‘磨刀不误砍柴
工’，学到技能了，反而能更好地
工作，求职人员应该将眼光放得
长远一点。”

失业者只要不挑不拣
不出社区就能再就业

据了解，依托设立在社区里
的劳动保障工作机构，社区服务

中心可为城乡劳动力和各类失
业人员提供“一站式”就业再就
业服务。服务内容主要包括求职
登记、失业登记、职业指导、职业
介绍、职业培训、档案托管、社保
代理、政策咨询、就业援助等，形
成了较为完善的就业服务体系。
社区劳动保障平台针对援助对
象在求职就业、享受再就业扶持
政策和其他劳动保障方面的不
同需求，免费为零就业家庭成员
提供政策援助、岗位援助和技能
援助。

为 了 能 够 为 社 区 中 的
“4050”人员、零就业家庭以及其
他性质的就业困难群体开展就
业援助，各社区实施了“社区公
益性岗位开发计划”和“公益性
岗位储备制度”,每个街办将至少
开发10个岗位，每个社区居委会
开发3-5个岗位，安排本辖区困
难人员就业，困难就业人员只要
不挑不拣，24小时内就能上岗。

另外，社区劳动保障机构，
还可以为符合条件的人员免费
发放《再就业优惠证》，并帮助失
业者申请各项再就业优惠政策，
帮助持《再就业优惠证》人员协
调各项扶持政策。

没有技术、没有学历的“4050”人员一直是求职大军中的“老大难”。为了解决他们就业
难的问题，在潍坊市的不少社区，专门为“4050”人员设立了公益性岗位。

可是，光靠社区公益岗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4050”人员的就业问题。记者了解到，虽然
现在工作岗位对年龄的要求放宽了，但是这些人的就业领域大多数还是停留在保姆、保洁、保
安、维修工等技术含量不高、收入较低的岗位，如果想要找份工资高点的工作，仍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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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邑交警构建和谐“护学岗”
昌邑交警大队结合辖区校园周边

交通管理情况，保障广大师生交通安
全，预防和杜绝涉师涉生道路交通事
故的发生，及时与学校沟通，根据上下
学 时 间 的 变 化 细 化 各 项 措 施 落 实 到

位，开展“护卫天使”行动，完善“护学
岗”机制管理，加大警力投入，提高路
面见警率，确保辖区足够警力在学校
门口及周边主要路口、路段上岗执勤，
有效保护学生人身安全。于铜帅

临朐供电公司：整治秋后安全“危险点”
本报讯(王学胜)秋秋后，临朐供电公

司公司专门召开安监、农电负责人及供电
所长会议，对秋后玉米秸秆清理工作进行
专题部署安排，11个供电所分别成立一支
清理小分队，分头下村对秸秆堆放进行地

毯式检查、拉网式清理。安监、农电部门也
成立检查工作小组，深入各镇、街、村进行
抽查和督察，保证镇不漏村，村不漏户，户
不漏棚，清除一切不安全隐患，从源头上
消灭各个安全危险点。

“魏玉芳工作室”带动基层班组提升
本报讯(通讯员 王炜)4日，青州供电

公司基层班组员工代表到“魏玉芳工作
室”交流学习，发挥工作室“三心”团队作
用。一是“心齐”。工作室19名业务骨干发
挥各自专业优势，总结提炼的3项最佳实
践及9项QC管理成果,全部被应用到了工

作中。二是“心细”。工作室开展了以“心
巢”为主题的“六心”载体活动，设立“晴雨
表”，及时对员工进行心理疏导。三是“心
恒”。工作室建立“供电服务电子知识库”，
收录了涵盖电力法律法规、营销业务等各
类专业知识750条、操作技能280项。

文/片 本报记者 张浩 秦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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