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层有何招？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盛盛丽丽 王王路路曼曼

一边是企业招不到员工， 被用工荒困扰； 一边是求职者为找不到工作而头疼。 面对用工荒和求职难并存
的窘境， 一些基层单位行动起来， 不仅根据实际需求和不同群体的特点， 采取相应措施， 将更多的岗位送到
职工身旁， 还利用微信等新媒体技术帮助企业和求职者对接。

缓解用工荒求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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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用工荒
留不住优秀员工
“找不到人啊， 只能家人照

顾 啦 。 ” 1月 30日 正 值 春 节 假
期 期 间 ， 家住劲松的张女士一
家却坚守在医院的妇产科门口。
“是女孩。” 听到女儿顺利生下宝
宝后， 张女士悬着的心总算踏实
下来 。 但是很快她又要开始忙
碌， “没找到月嫂， 我和老伴要
忙活啦。”

张女士的女儿去年怀孕后不
久，就开始计划着找月嫂的事情。
“朋友介绍、 家政公司都问过，但
是预产期是在春节， 月嫂都不愿
来干，说辛苦一年啦，想要回家过
年。 ”张女士告诉记者，女儿的一
个同事给介绍了一位月嫂。

这位月嫂经验很丰富， 给不
少人都干过。 她开始还说能干，
但是要加钱。 平时她都是一个月
1万 ， 但是因为是春节要1.5万 。
虽然价格提高， 但是张女士也勉
强答应。 “但是最终这名月嫂还
是没有请到， 她说家里人叫她回
老家过年。”

不只是张女士个人在春节期
间会遭遇用工荒的烦恼， 对于一
些用人单位， 也同样为春节和春
节过后出现的用工荒而苦恼 。
“服务员很多都没返回， 只能等
位， 耽误您时间啦。” 中午12点
左右， 在位于崇文门的一处餐馆
前， 排队等待叫号用餐的人已经
形成 “长龙”。

“这不是有空桌么， 怎么还
不收拾收拾 ， 叫客人就餐啊 。”
一位等待就餐的先生说， “您别
着急， 这不是才过完年， 不少服
务员都还没回到北京， 还有的人
不干啦。 人手少， 忙不过来啊。”
餐馆门口负责招待的一位服务员
解释。

说到用工荒， 不少企业都很
有感触 。 据了解 ， 一般春节过
后， 包括家政、 餐饮、 建筑等行
业为招聘到员工， 也都会提高工
资待遇， 但仍然会难逃用工荒的
难题 。 “我们餐馆为了留住员
工， 也提升工资。 举个例子， 一
般服务员都是一个月3000多元 ，
春节期间还会多发几百。 但是还
是挡不住他们走， 也招不来合适
的人。” 一位涮肉店的老板抱怨，
“春节过后， 能招上来的都是刚
来北京打工的， 或者是以前在这
里干过， 又把老乡介绍过来。 没
什么经验， 而且经常做着做着，
就不来啦。 流动性很大， 所以不
少餐馆常年贴着招工的启事。”

待遇差
难遇合适岗位

上周六晚上7点多 ， 在位于
洋桥附近的一个餐馆中， 客人不
少， 基本没有空桌。 点餐、 结账

……服务员们跑前跑后地忙活
着。 “挣得实在是太少啦， 还这
么累， 真不想干啦。” 在结账的
时候， 一位二十出头的女服务员
抱怨道。

这位服务员来自四川， 去年
年初来北京打工。 “我们有两个
班， 一个是中午到下午三四点 ，
晚班从5点上到晚上十点多。” 一
年过后， 这位服务员不仅觉着工
资待遇很低， 而且找不到发展的
方向。

“这个春节我为多挣点没回
老家 。 但也没挣太多 ， 还特别
累。 干完这阵， 我就不干啦。 在
找其他工作去。” 这位服务员说，
“但还真不知道怎么才能找到合
适的工作啊。” 调查中， 记者发
现不少求职者也像这位服务员一
样， 想要找寻工作， 但又苦于找
不到途径 。 “一般都是老乡介
绍， 或者是见到餐馆的地方贴着
用工启事。”

【做法】

招聘直通车开进农村

面对用工荒和求职难这样的
矛盾， 相关部门也在思考， 想办
法让双方实现对接。 这个春节刚
过， 2月4日，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与市对口支援和经济
合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市总
工会、 市妇女联合会等四家单位
联合召开专场视频动员会议， 在
全市部署2017年 “春风行动” 专
项活动。

据了解， 活动主要面向有转
移就业意愿、 创业愿望的农村劳
动者， 重点是本地区低收入农户
等五类群体， 根据不同群体的特
点， 采取相应措施， 使各类群体
均可得到便捷有效、 免费的公共
就业服务。 活动期间， 各区将开
展多形式招聘活动， 比如， 发放
“百姓就业” 招聘专刊、 《就业
服务手册》、 求职地图， 开展政
策讲座、 现场咨询， 推送短信。
同时， 创新使用微博、 微信等新
型媒介， 广泛宣传春风行动活动
安排及进展情况、 先进典型事例
等， 使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对活动
安排和各项就业相关政策应享尽
知。

此外， 不少基层工会也想办
法让用工方和求职者都得到满
意， 这就包括怀柔区杨宋镇总工

会。 打电话联系招工企业、 收集
招工简章……春节刚过， 怀柔区
杨宋镇总工会的工会干部忙活起
来， 第四届招聘直通车进农村活
动进入了紧张的筹备阶段。

为了能给村民提供更多的岗
位选择， 从去年开始， 杨宋镇总
工会将参与招聘企业的范围扩大
到了雁栖开发区、 庙城、 怀柔县
城等地。

在上一届 “招聘直通车” 活
动中， 54岁的村民老杨找到了一
份门卫的工作。 “单位距离我家
走路只要半个小时， 上下班很方
便。” 老杨说， 听说今年村里还
会举办招聘会， 他让大专刚毕业
的侄子早早做好了简历， 盼着能
在招聘会上找到合适的工作。

杨宋镇总工会专职副主席刘
爱好表示， 在第二届招聘直通车
活动中， 他们所提供的岗位多数
都很适合农村百姓。 “像保洁、
保安、 超市理货员， 都是没有太
多技术和年龄要求， 工作时间也
相对灵活， 能够满足村民照顾家

的现实需求。”
“招聘直通车进村活动开展

三年来， 每年都有新变化， 每年
的效果也很明显。 一方面切实帮
助企业走进农村招工人， 另一方
面也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的问
题。” 刘爱好介绍， 吸取前三届
“招聘直通车” 活动的经验， 今
年该活动加入了 “精准扶贫” 的
内容。

刘爱好告诉记者， 这两天 ，
他正忙着向杨宋镇社保所了解辖
区内， 低保户、 贫困户等需要帮
助的家庭信息。 等企业的招聘简
章整理完成后， 有求职需求的低
保户和贫困户人员可以优先选择
求职岗位。

“微聘”线上线下互
动招聘

“招聘信息刚发出去两个多
小时 ， 就有求职者打来电话咨
询。 信息发布当日就能收到七八
个求职简历。” 春季招工计划启

动， 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的
人事主管十分坦然地面对这个季
度的招聘工作。 虽然依旧有可能
面临不可预知的招工难题， 但有
了 “怀柔微聘 ” 微信公众平台
免费为企业发布招聘信息， 他心
里顿时有了底。

“怀柔微聘” 微信公众平台
始建于2014年7月， 创始人高震
是一名从事多年人事管理工作的
普通职工。 “创立之初， 我仅仅
是抱着换一种途径来招聘的方式
态度 ， 希望帮助自己所在的企
业， 也帮助其他企业解决招工难
的问题。” 高震介绍， 他早就看
好了通过微信平台进行求职与招
聘是新媒体发展趋势。

利用手里的企业资源， “怀
柔微聘” 联合怀柔雁栖经济开发
区社保所及区内多家企业联系获
得招聘信息， 经过编辑、 排版后
免费发布出去。 起初， 没有很多
人关注 “怀柔微聘” 公众号， 于
是高震就利用下班时间， 到处去
宣传推广， 动员身边的同事、 亲
友帮忙转发， 求关注。

现如今， “怀柔微聘” 已得
到4.6万余微信用户的关注 。 每
日发布的招聘信息， 当日访问量
都超过5000余次。 “越来越多的
企业和职工信任我的微信招聘平
台 ， 才会有如今的规模和影响
力。” 对于高震来说， 维护运行
“怀柔微聘” 微信公众平台几乎
成为他绝大多数业余生活， 他切
实有效地在企业招工难和职工就
业难之间搭建了平台。

值得一提的是 ， “怀柔微
聘” 创立至今， 依然是一个免费
的信息共享平台， 企业发布和职
工浏览都无需支付任何费用 。
“花费那么多功夫和精力， 却把
‘怀柔微聘 ’ 做成了公益平台 ，
不觉得可惜吗？” 面对记者的问
题， 高震淡然一笑， 他并不觉得
自己错过了多大的商机， 而是坚
持认为， “用有效的手段， 拉近
企业招聘和职工求职之间的距
离， 是一种社会责任。”

采访中， 高震还特别提到了
怀柔区经信委组办的怀柔区中小
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给予他的帮助
与支持， 他们向 “怀柔微聘” 提
供了办公场所和免费办公设施，
让 “怀柔微聘” 可以做到线上线
下相结合， 吸引更多求职者的关
注， 同时， 助力企业招聘， 促进
百姓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