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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去来回奔波，就业驿站里就能找到心仪的工种，实现家门口就业；从露天马路市场到室内零工小站，暖了打零工人的的身，更暖了他们的
心；乐业小筑里，不光能求职，还能学到一技之长……公共就业服务离基层有多近，群众心里就有多暖。济宁以“促进进群众家门口就业”为导向，
打造基层就业平台、优化基层就业服务，创造更多的城乡社区就业机会，让群众在就近就业中获得更多的满足感和幸福福感。

“宝妈”们在乐业小筑内就业培训。

邹城市太平镇劳动就业服务驿站。

家门口的就业驿站
让找工作更近一步

11月15日，走进邹城市太平
镇劳动就业服务驿站，不大的空
间内布置得朴素而不失温馨，求
职登记、政策咨询、权益保障等服
务窗口依次排开，电子大屏滚动
播放着招工信息，柜台上整齐摆
放着当天最新的招聘信息。

“我想找份厨师的活，看看有
没有合适的？”当日上午9时，高瑞
来到就业驿站咨询。今年40岁的
他是太平镇北亢村村民，之前一
直跑物流，如今活少了，就想着把
当年的厨师手艺拾起来，在家门
口找份安稳的工作。北亢村跟就
业驿站仅一路之隔，高瑞送完孩
子去幼儿园后，顺道来到这里。

“以往找活要么是熟人介绍，要么
就得去市区人力资源市场，从家
到市里得30分钟车程。如今，在家
门口就能咨询到海量的就业信
息。”

“这3家企业都在咱镇上，都
有招工需求，您看合不合适？”就

业驿站工作人员热情接待，“你也
可以关注‘乐业邹鲁’微信小程
序，里面有大量的招聘信息。”

“自今年8月份投用以来，咨询
量由开始的每天不到10人，到现在
的近百人，越来越多的求职者走进
就业驿站。”邹城市就业人才服务
中心副主任许秋明介绍，太平镇是
工业大镇，规模以上企业就有百余
家，有大量的用工需求。就业驿站
作为镇街就业服务总枢纽，一头连
着企业，一头连着求职者。“为实现
精准对接，我们引入专业的人力资
源机构，发挥他们与企业联系紧密
的专业优势，在企业间的共享用
工、人力资源的流动和优化配置发
挥很大作用，有效推动劳动者高质
量就业。”

许秋明介绍，为破解基层公
共就业服务方式单一的问题，邹
城将职业培训申请等12项权限，
分类下放至镇级就业驿站，充分
发挥镇街就业驿站就近服务优
势，开展政策宣传、招聘服务等活
动，围绕重点群体、困难群体推行

“一对一”跟踪帮扶，让群众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到职业技能培训等
优质服务。

自从有了零工小站
揽活不必东奔西跑

邹城市钢山街道零工小站
里，暖意融融，休闲桌椅、微波炉、
急救药箱、常用维修工具等设备
一应俱全，可为零工提供免费茶
水、临时休息等日常服务。

“以前在路边上等活，夏天风
吹日晒，冬天冻得伸不出手成，揽
活还不好揽。如今，零工小站为我
们遮风挡雨，真是建到我们心坎
上了。”谈及零工小站的“好”，55
岁的孙连贵竖起大拇指。

“我刚从内蒙古打工回来，干

了一个月，挣了9000多，这都是小
站给介绍的活。”孙连贵是小站的

“常客”，自从把信息登记在小站
后，有合适的活，小站负责人就给
自己介绍。“三个多月，就给我介
绍了8个活，自从有了这个小站，
就没再去别的地方找过活。”

“邹城结合城市建设发展规
划，仿照公交站点的线路设计模
式，选择交通便利、人员求职集中
的商贸、物流、餐饮、居住、地标建
筑等区块交汇处，在钢山街道、千
泉街道、凫山街道打造了4处零工
小站，保障零工人员在离家最近
的地方进站找活。”许秋明介绍，
依托零工小站建立用工需求数据
库和零工工种数据库，建立健全
零工求职招聘快速对接机制，细
化服务项目库分类，整合家电维
修、管道疏通、家政保洁等“即刻
到家”零工业务300余项，木工类、
跑腿类等“即刻到岗”零工业务
100余项，常态化更新用工需求，
为零工人员与用工主体提供快速
发布信息、现场对接洽谈、当日面
试到岗等服务。

就业培训一站完成
乐业小筑里学本领

“首先清理卡毛机里的杂毛，
把双面胶粘贴到钢尺上，前后摇
晃三下，快速提起放在刻度尺
上……”11月15日下午，一场睫毛
手工活培训会在曲阜市鲁城街道
阙里社区乐业小筑就业服务站举
行，来培训的大多是30岁上下的

“宝妈”。
“手工活上手简单、灵活机

动，可以灵活安排工作时间，工作
的同时不耽误赡养老人、照顾子
女。”乐业小筑就业服务站工作人
员介绍，一名普通睫毛生产人员
每天工作4-5小时，可挣40-55元，

一名熟练工人每日工作八小时能
挣到100-120元，免费提供教学、
服务、物料，免费上门回收。

“早晨送完孩子就上这来
了，一天能干5个小时，收入在80
元左右，关键是不耽误照顾家
庭。”程夕玉是一位二胎宝妈，从
事睫毛手工活已经3个多月，月
收入2000多元。“既可以在这里
进行加工，也可以带回家去做。”

社区、农村群众就业难，很大
程度上是由于信息不对称。面对
这一供需矛盾，今年3月，曲阜市
在山东省率先打造乐业小筑村级
就业服务站，设在人口最为集中、
就业辐射能力较强的社区和村
居，在村级服务点的基础上设立
岗位信息发布、政策咨询、网上业
务办理、劳动维权等服务，打造一
站式全职业周期服务链条。

“截至目前，曲阜市建设了18
处乐业小筑就业服务站，为1 . 8万
名求职者免费提供83类工作岗位，
企业咨询服务人数超过1 . 2万人
次，网点已覆盖曲阜11个镇街。”曲
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
能力建设科科长王光明介绍。

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济
宁持续探索建立更为便利的基层
就业服务体系，努力打通就业服
务“最后一公里”。就业驿站、乐业
小筑、零工小站等基层就业服务
机构相继建立，成为济宁基层就
业服务生态中的一环。济宁市人
社局也将把“社区微业”三年行动
作为重大民生工程，细化措施、统
筹推进，推动实现“社区微业”全
域覆盖、落地见效。同时，全市聚
焦强化社区就业的产业支撑、推
动大众创业、提升低技能劳动者
就业能力、构建“一刻钟就业服务
圈”等方面，挖掘零工市场资源打
造基层就业新载体，促进基层就
业微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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