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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周读

为有效解决困难高校毕业
生就业问题，潍坊决定通过采
取政府购买公益性岗位方式，
向本地户籍困难高校毕业生提
供1126个基层就业岗位，同时
充实社区服务人才队伍。

本次提供的公益性岗位，
主要为社区管理、社区卫生服
务、孤儿护理三大类。社区管
理岗位，为已建立基层公共服
务平台的每个城镇社区及农村
社区，共招募1000人；社区卫

生服务岗位 ,为中心城区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共招募96

人；孤儿护理岗位 ,为市儿童
福利院，共招募30人。

凡有本地户籍，年龄30周
岁以下，全日制普通高校专科

及以上学历的困难高校毕业生
均可报名。其中，持有《山东
省特困家庭高校毕业生就业服
务 卡 》 、 《 特 困 家 庭 优 待
证》、《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证》或零就业家庭毕业生证明
的毕业生可参加第一轮次优先
招募；办理《就业失业登记
证》后满一年未实现就业的高
校毕业生可参加第二轮优先招
募。

困困难难大大学学生生的的社社区区就就业业路路
文/片 本报记者 张浩 秦昕

为有效解决家庭困难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在今年10月份潍坊出台政策，通过采取政府购买公
益性岗位的方式，向本地户籍困难高校毕业生提供
1126个基层就业岗位。如此规模在潍坊尚属首次。

在两年前，奎文区曾招聘过60名高校毕业生作
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专管员，这个既能解决高校
毕业生就业问题又能充实基层服务力量的创新路
子，也为此次新政策的制订提供了范本。

大学生进社区做“专管员”

30日下午，梨园街道九龙
桥社区的杨钰丽正在材料柜和
电脑间忙碌着整理材料，因为
一会儿，就有检查组将来九龙
桥社区进行社区监督检查。

检查组到社区的检查是社
区里经常有的事，但是对于不
同的检查组要求汇报的材料不
同，社区的工作人员就要为此
忙碌准备。

“现在社区的工作大多数
都是从数字平台上发布传达
的，自从杨钰丽来到社区之后，
工作效率提高了不少。”九龙桥
社区书记姜洁笑着告诉记者。

杨钰丽是九龙桥社区的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专管员。
2011年，刚从潍坊学院毕业的
杨钰丽不想一毕业就马上走向
繁重的工作岗位，她说，“我学

的是设计专业，但是在潍坊很
少有合适的对口工作，就想着
先等等再说。”于是杨钰丽先报
考了驾照，学完之后有合适的
工作再说。

就在杨钰丽学驾照期间，
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奎文区
要招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专
管员，看了简章之后杨钰丽，得
知这个工作在社区里，她告诉

记者，“刚开始觉得在社区里的
工作很轻松，就想着试试看”，
然后就报了名开始考试。

应聘也不是那么简单。奎
文区人社局政策法规科科长刘
文平介绍说，根据当时奎文划
分的大网格区域，准备招60名

“专管员”，要求具有大学本科
以上学历。

报名情况比预料的要火

爆，报名中符合条件的仍有120
多位，最后为了公平起见，就
按照事业编制的考试方法进行
笔试、面试、政审和体检四个
环节进行招考，最终选拔了60
名大学生，其中还有五六名硕
士生。

杨钰丽觉得自己挺幸运，
顺利地考中了，她选了离家较
近的九龙桥社区。

一个人顶好几个人用

在招考结束后，60名专管
员参加培训，系统学习了各项
法律法规和业务操作流程，具
体承担了基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服务能，切切实实让社区
工作更系统了。

2011年9月，23岁的杨钰丽
就在梨园街道九龙桥社区正式
报到开始工作。她回忆道，“刚
来的时候，社区里总共就七个
人，而且是清一色的娘子军，最
小的比我大五岁，虽然算是比
较年轻的社区，但是平均年龄

也在37、38岁上”。
杨钰丽笑着说，“原本认为

社区专管员很轻松，但是来了
之后，就成了全能人了。”后来
杨钰丽和同学朋友聊天就说
到，原本想着找个轻松点的工
作，没想到找了个最辛苦的活。

虽然辛苦，但是杨钰丽一
干就是三年。在这三年里，因为
杨钰丽的存在提高了社区里不
少工作的效率。

社区书记姜洁告诉记者，以
前社区里主要是纸质材料办公，

后来社区实行数字平台后，在电
脑上干的活多了，“大学生一上
手，速度就是不一样”，很快带动
着社区其他工作人员的电脑办
公。上了年纪的社区人员虽然慢
了点，但是杨钰丽教的多了，大
家干的也就熟悉多了。

苇湾社区的刘宁跟杨钰丽
算是一批的。提到刘宁这位“人
社专管员”，苇湾社区党委副书
记吕永芬说，现在如果有事大
家都出去忙的话，把谁留在办
公室都不放心，就把刘宁留着

放心，因为“什么事情都能处
理”。

“原本以为事情会比较简
单。”刘宁说，应聘的是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专管员，她以为工作
也就是这方面的事，但是没想到
自己慢慢成了一个社区工作的

“全才”。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公
益性岗位、就业指导等等算是她
的“本职工作”，另外还有各种社
区里的琐碎事，有挨家挨户的经
济普查，有的甚至连社区里通下
水道都要去盯着。“跟人打交道，

费很多口舌”，加班更是经常的
事，今年的十一假期结束到现在
还没有休息一天，天天事情多的
忙不过来。

吕永芬说，社区里包括两委
班子成员在内一共14个人，他们
这些人要对接上面所有的部门
所有的口，老百姓有事就找到社
区里来，他们就得能解答或者帮
着解决问题，“问三回不知道，自
己都不好意思”，自己就一点点
的学起来，到了忙的时候，“一个
人顶好几个人用”。

是个锻炼人的岗位

“公益性岗们按每人每月
1850元给予岗位工资，同时统
一为招募人员按规定缴纳企业
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
育五项社会保险费负担部分，
个人负担部分从岗位工资中扣
除。”这是公益岗位的待遇规
定，这吸引了不少寻求稳定工

作的高校毕业生。
“现在已经有7个符合条

件的人报名了。”刘宁负责填
写辖区困难高校毕业生调查摸
底表，七个报名的人里年纪最
大的出生于1986年，最小的今
年刚毕业。

“工资待遇比以前要好一

些。”奎文区人社局政策法规
科科长刘文平说，之前的60名
“专管员”是按照1350元的待
遇标准，这一批新岗位的招聘
待遇基本上是按照目前社区工
作人员的工资水平。

有的人是想找个稳定的工
作，也有人把这项工作作为一

个锻炼，在工作的同时也准备
着其他的考试，比如事业编考
试，公务员考试。“这我们都
支持。”刘文平说，之前的60
名专管员有人通过考试或者努
力找到更好的工作。这次的公
益性岗位招聘，实行“谁使
用、谁管理”的工作机制，每

年签订一次协议，最长不超过
三年，协议期满后自主择业。
“更多的还是一个锻炼自己的
机会”，刘宁说，社区工作会
面对各种各样的事情，对于像
锻炼自己的大学生来说，是个
不错的岗位。

1126个公益性岗位

刘宁正在工作岗位上，认真检查社区居民
的社保报表。

有检查组来视察，杨钰丽正在材料柜和电脑
间忙碌着整理材料。

在在四四平平路路的的招招聘聘展展板板前前，，一一名名应应聘聘人人员员正正在在寻寻找找适适合合自自己己的的工工作作岗岗位位。。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孙孙国国祥祥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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