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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力力专专员员们们搭搭起起公公益益就就业业平平台台
聊城有一群人，他们本职是为本单位招人，业余是无偿帮他人就业

现现代代化化的的火火车车站站，，菏菏泽泽城城的的新新名名片片
三年酝酿两年改造，菏泽火车站实现完美蜕变

本报记者 周千清

近日，一别家乡三年的李秀
云乘火车从哈尔滨到菏泽，列车
刚进站她就震惊了，“咱菏泽火车
站现在变得这么好啊！”一座现代
化的菏泽火车站矗立在眼前，不
但有高标准建设的候车厅、高站
台等，还有规范化的停车场所、休
闲区域。

2012年8月1日以前，菏泽火

车站2400多平方米的候车面积、4
个低站台，承载着鲁西南地区及
苏、豫、皖相邻地区近百万农民工
到北上广及沿海发达地区打工的
运输重任。菏泽火车站客运副主
任薛萍介绍，2012年菏泽火车站
春运日最大发送量达到1 . 5万
人，2013年春运日最大发送量更
是达到1 . 99万人，日均旅客发送
量呈年均增长近20%的趋势，客
运高峰期，人满为患，不堪重负。

2009年，菏泽火车站改造工
程启动。经过三年的酝酿，2012年
8月1日，菏泽火车站客运设施改
造工程破土动工。经过近两年的
施工建设，菏泽火车站以现代化
的水平拔地而起。

薛萍告诉记者，改造后的火
车站将原有的低站台整修为高站
台，具备通动车的条件；旅客通道
由原来的仅5米宽的地下通道，改
建为宽敞的天桥；候车厅面积扩
建近6000平方米，可同时容纳
5000名旅客候车休息。候车厅夏
季使用中央空调，冬季采用地暖，
冬暖夏凉。

据菏泽火车站站前广场工作
人员介绍，如今，总占地面积达
55660平方米的站前广场正在建
设中，预计春节前完工。届时，菏
泽火车站新广场将包含四大功能
分区：中心景观区、休闲活动区、
出租车兼私家车候车区、公交车
候车区。 现代化的火车站成为菏泽人心中的一个骄傲。

吴俊松本是聊城一家企业的人力专员，现在，他有另一个角色：
聊城就业促进协会的主要负责人。九年前他建立了一个QQ群，网友
都是各企业的人力专员。大家在群里长期交流中都有一种感慨：一方
面企业招不到人，另一方面求职者又难就业！于是，他们这些人从网
上“走”了出来，成立了促进就业的公益组织，自掏腰包为就业搭建起
公益平台。

学生缺乏就业规划

他们就给学生“补课”

上周日，一场特别的模拟招
聘在聊大进行，这个活动是团市
委举行的“就有未来”聊城青年就
业训练营中的一项。聊城就业促
进协会的队员无偿担任活动的导
师和志愿者。

当一名学生以求职者的身份
走进面试现场时，他连续敲了几
次门，吴俊松悄悄地对记者说：

“从这一点上就能看出这个同学
是一个自信的人。”果不其然，这
个男生对答如流，说话声音也比
较高亢，自信满满。吴俊松干人力
资源工作九年了，积累了丰富的
招聘经验。在这次活动中，他深深
体会到，大学生对就业非常盲目，
缺乏自我认识和职业规划，他们
需要有人引导。“面试之前我们已

经做过一些培训，有些学生的表
现出现了很大变化，从不敢说话
到滔滔不绝。其实学生从高中毕
业填报志愿就应开始规划未来就
业了，但是多数学生都没有这方
面的准备，到了真要找工作的时
候就特别迷茫。”

正是对于这一点，吴俊松看
着着急。也是基于这种急切的心
情，他和周围的同行都觉得应该
做些事，帮忙解决这些问题，给大
学生们“补补课”。像上周日这个
活动就是他们参与的众多公益活
动中的一个。

别人给钱给物

他们给的是就业机会

吴俊松说，这几年大家总提
大学生就业难，而事实上企业招
人也很难。“我常常去聊城人才市
场招人，有时二三十家企业去了，
一上午就来一两个求职的。”吴俊
松说，目前求职者找工作大多通过
网站，一些专业的招聘网站上只有
企业部分信息，想要全部了解，需要
求职者付费；一些求职者为了能获
得招聘方的认可，在简历上下功夫，
需要在一些网站上下载简历，而这

也需要付费。企业在招聘上的花费
也很大，“企业招聘需要做的工作
很多，首先要写岗位职责说明书、
报领导审批，还要发布信息，这些
信息发布也需要花钱。最后招人
时要收简历、整理，在人力和财力
上花费巨大。”

吴俊松说，正是因为这种信
息不对等，阻隔了求职者和企业
之间的交流。“我们建立了网站，
网站上发布的信息都是免费的，
而且对求职者有一定的培训内
容，这些也都是免费的。”吴俊松
说，他们与其他公益组织的不同在
于，其他的公益组织大多为帮扶对
象提供财物，他们则是提供岗位。

“像这次与团委联合举办的就业促

进活动，最终评选出来的优秀选手
我们将推荐到企业实习，在学校
表现突出的一些贫困学子，我们
也可以提供实习岗位。”

做公益就是

整合资源释放正能量

吴俊松说，他没想到，大家对
这项公益活动热情如此高，协会
到现在已经有1700多人加入。每
次活动都是大家自掏腰包，牺牲
周末休息时间。许多人一听是公
益活动，非常支持，主动提供场
地，连建立网站的技术支持也是
无偿提供的。“现代人工作回家后
不是看电视就是玩电脑，大家在

一起吃饭都低头看手机，精神世
界太空虚了。我觉得这就是为什
么有这么多人加入，每个人其实
都有一颗公益的心，只是没有一
个施展的地方。”

聊城就业促进协会目前已经
正式申请成立。在这期间，聊城团
市委也做了大量工作，一名工作
人员说，聊城的志愿者发展迅速，
已经有上万名，这样的正能量需要
整合，需要引导和支持，“我们前期
也对协会做了考察，觉得他们做得
不错，非常有特点。团委的主要工作
就是服务青年人，青年就业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我们希望在
就业方面尽一份力，为青年人多多
建立平台。”

本报记者 刘云菲

在模拟招聘现场，人力专员组成的考官正在对学生进行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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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身边的公益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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