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市区街三级联动暨海淀区学院路地区毕业生双选会举办

记者近日获悉， 昌平区被评
为 2023年度 “北京市充分就业
区”， 至此， 昌平区已连续十年
获此称号 。 此外 ， 昌平区南邵
镇、 城南街道被评为2023年度市
级充分就业街道 （乡镇）； 霍营
街道霍家营社区、 龙泽园街道龙
泽苑社区被认定为2023年度市级
充分就业社区 （村）。

就业是民生之本。 近年来 ，
昌平区始终坚持把促进充分就业
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
深入开展创建充分就业村 (社
区 ) 、 创建充分就业镇 (街道 )
“双创建活动”。 2023年，全区共有
22个街道（乡镇）成功创建充分就
业街道（乡镇）、548个社区（村）成
功创建充分就业社区（村），分别
占总数的100%、98.7%。

建立3000余人就业服
务队伍

昌平区不断强化政府职能 ，
加大投入力度， 通过夯实基层就
业服务平台建设、 完善促进就业
政策扶持体系、 健全促进就业责
任考核机制、 推行 “互联网+就
业” 精准服务模式等， 高标准推
动促进就业基础建设， 为 “双创
建活动” 提供有力保障。

同时， 昌平区建立健全充分
就业创建工作组织协调机构， 加
强服务人员队伍建设， 建立起横
跨区 、 街 、 社区三级 ， 覆盖全
民、 贯穿全程、 辐射全域、 便捷
高效的 “三员” 就业服务队伍，
队伍人员数量达3170人。 其中，企
业联络员2000名， 就业服务指导
员55名，区、镇（街）及村（社区）三
级就业服务专员1115名。

“我们通过全年 ‘线上与线

下结合 、 区级与镇 （街 ） 级结
合、 集中培训与现场指导结合、
政策培训与业务规范结合’ 多种
方式， 提升就业服务专员队伍综
合能力和业务水平。” 昌平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 2023年， 昌平区共计组织
就业服务培训会168场次 ， 5264
人次参与培训， 其中区级培训10
场次， 1180人次参与 ； 镇 （街 ）
级培训158场次， 4084人次参与。
累计对接服务企业5686家次， 收
集企业服务需求5517条。

创新用工指导 “一站
式” 服务模式

昌平区健全培训机制， 充分
开发劳动力资源。 去年， 针对农
村劳动力， 组织开展生态涵养区
民俗旅游、 农家特色小吃等专项
技能培训4267人； 开通就业直通
车， 组织农村劳动力专场招聘会
3场， 年度累计帮扶4256名农村
劳动力就业参保， 昌平区农村参
保率达 79.63% 。 针对高校毕业
生， 优化实名制帮扶举措， 第一
时间做到信息摸排全覆盖， “一
生 一 策 ” 帮 扶 台 账 全 记 录 ，
“131” 就业服务贯穿全过程， 困
难毕业生保障全方位， 广泛开展
“职业指导直播课” “两区” 企
业 “直播带岗” 等专场活动30余
场次， 提供岗位1万余个。

“我们加大就业援助力度 ，
实施精细化就业服务， 定期举办
专项精品招聘洽谈会及 ‘用人单
位用工指导座谈会’， 创新用工
指导一站式服务模式， 实现劳动
力与岗位有效对接 。 ” 2023年 ，
全区共开发公益性岗位6类， 安
置913人实现就业， 联动镇 （街）

共开展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
毕业生就业服务月、 “百日千万
招聘专项行动” 等洽谈活动165
场次， 参与各类活动企业5330家
次， 提供岗位8.38万余个， 达成
就业意向1.1万余人次。

通过创业带动就业拓展
就业渠道

创业带动就业也成为扩展就
业空间的关键一招。 2023年，昌平
区积极搭建创业平台， 持续拓展
就业渠道 ， 新增参保创业单位
3724户，带动就业12111人。 举办
“昌聚杯”第六届“创业昌平”创业
创新大赛、 承办全国第二届职业
技能大赛珠宝加工项目北京市选
拔赛。 开展第三批昌平区创业孵
化基地评选认定工作，新增4家市
级、5家区级创业孵化基地。 依托
回天地区人力资源综合服务站，
开展就业、人才、社保、维权四个
服务季专项活动11场， 并联合相
关镇（街）累计开展相关招聘27场
次，达成意向3300人次，持续擦亮
“社区化”就业创业名片。

昌平区还不断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 2023年通过搭建 “绿
色通道” 向支援合作地区的3152
家用人单位输送 42428个岗位 ，
召开174场线上及线下招聘会 ，
1620家单位提供 28865个岗位 ；
在全区范围内扩站增点， 共建成
53家务工人员之家服务站点， 为
务工人员提供就业指导、 劳动维
权等服务近8000人次。

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 该
区将继续广泛开发就业岗位， 进
一步提升公共就业服务水平， 促
进全区城乡劳动力实现充分就
业、 稳定就业和更高质量就业。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王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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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晶 文/摄
近日， 在北京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指导下， 北京市就业
促进中心、 海淀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海淀区学院路街道办
事处三方协作， 充分调动多方资
源， 在北京语言大学校内举办以
“赋能新质生产力，招才引智促就
业”为主题的2024年市、区、街三
级联动暨海淀区学院路地区毕业
生双选会。

双选会现场人头攒动， 气氛
热烈。 记者了解到， 本次活动提
前摸排拟参会毕业生的专业分布
和求职需求， 筛选召集37家教育
行业单位、 20家专精特新企业、
5家交通运输行业企业， 为招聘
方和求职者搭建桥梁， 充分展现
市、 区、 街三级联动合理调动资
源的优势。 同时， 持续深化就业
结对帮扶机制， 深入摸排门头沟
受灾地区毕业生求职意愿， 精准
挖掘就业岗位， 助力受灾地区高
校毕业生顺利实现就业。 “转了
一圈后， 我看到了好几个心仪岗
位， 也都投递了简历， 对这次招
聘的结果我充满信心。” 前来应
聘的王同学说道。

双选会邀请北京理工大学附
属中学、 北京速迈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北京炎黄国芯科技有限公
司、 北京汉唐自远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等海淀辖区单位。 122家用

人单位提供图像算法工程师、 产
品经理、涉外专利代理师、高级文
档工程师、 初高中教师等1978个
岗位，涵盖462个工种。

同时， 为更好地帮助高校毕
业生在求职过程中成功达成就业
意向， 本次双选会设置了政策咨
询专区， 安排专人解答高校毕业
生对于档案、 医保、 社保等相关
政策的问题。 现场设置职业指导
专区， 除邀请石景山区国家星级
职业指导师， 还邀请头部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有多年实战经验的高
级职业指导师， 根据毕业生的具
体情况提供 “一对一 ” 职业指
导， 明确职业定位， 提升求职技

能， 增加求职成功率。
此外， 本次双选会还依托北

京时间APP， 海淀区人力资源公
共服务中心、 美丽学院路微信公
众号等渠道开展 “直播带岗” 服
务， 方便求职者通过线上直播了
解招聘情况 ， 进行线上投递简
历、 对接用人单位。

截至3月底， 本市高校毕业
生就业服务月活动已开展线上线
下招聘会75场，提供招聘岗位2.2
万余个， 服务高校毕业生近3万
人次。 下一步， 本市还将持续开
展 “人社局长进校园 ” 系列活
动， 为毕业生送政策、 送岗位、
送指导、 送服务。

北京市教育学会陶行知教育
思想研究专业委员会2024年工作
启动会近日在北京市第十七中学
举行 。 专委会今年将重点开展
“学习大先生， 走近陶行知” 行
动和 “学习好榜样 ， 学做小先
生” 行动， 进一步延伸和挖掘陶
行知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 助力
首都教育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 北京市目前共有70
多所中小学成为专委会成员学
校。 在启动会上， 首都师范大学
杨朝晖教授被任命为新任理事
长， 北京第十七中学校长曾广华
为新任秘书长。 杨朝晖以 “走近
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为题
作主旨报告， 并详细解读专委会
2024年工作计划。

今年， 专委会将组织学习陶
行知专题论坛、 进行 “重走知行

路” 教育考察、 开展基于 “生活
实践教育” 特色的课程建设与课
题研究等多项活动， 并鼓励学校
开展具有 “小先生” 特色的课堂
教学实践研究等。

作为陶行知教育思想实验基
地 ， 北京市第十七中学始建于
1946年， 前身是王润黎先生秉承
陶行知思想创办的高碑店工学
团， 学陶、 师陶、 研陶和践行陶
行知思想成为一代代十七中人的
自觉行动。 该校以 “传承弘扬行
知精神， 建设行知特色名校” 为
发展目标， 构建 “知行合一” 的
课程体系， 着力培育学科融合美
育、 科学教育、 数学思维、 综合
体育、 生涯教育、 国际教育等贯
通培养的课程群， 增强课程的选
择性和多样性， 满足学生多元发
展需求。

□本报记者 任洁

近日， 怀柔区杨宋镇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魏玉龙名老中医传
承工作室” 门前聚满了慕名而来
的居民， 42岁的王先生便是其中
之一。 “我有高血压， 天天吃降
压药 ， 最近总感觉头晕 ， 还口
干 、 口苦 ， 想通过中医调理调
理。” 王先生说道。

在怀柔区， 像这样的工作室
已建成9家， 包括怀柔区中医医
院5家、 北京世纪兴华中医医院2
家、 北京康益德中西医结合肺科
医院1家、 杨宋镇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1家。

作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唯一
一家工作室的 “魏玉龙名老中医
传承工作室”， 由北京中医药大
学针灸推拿学院临床系副主任、
博士生导师魏玉龙带领4名中医
医学博士组成， 以传统针灸、 气
功技术与现代医学相结合， 为辖
区居民开展中医诊疗服务。

走进工作室， “魏玉龙名老
中医传承工作室” 团队成员林丹
正通过望闻问切给王先生把脉问
诊， 提出诊疗建议。 “除了按时

服药， 您还应该多做运动。” 针
对王先生脖子僵硬， 按压时出现
疼痛的症状 ， 林丹给予针灸治
疗， 达到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改
善颈部肌肉疲劳、 僵硬等症状，
从而减轻头晕。 “我就住在附近
的仙台村， 是通过中心微信公众
号知道的出诊情况， 今天过来看
看 。 工作室很方便 ， 在 ‘家门
口’ 就能看上名中医。” 做完针
灸后的王先生说。

据怀柔区卫健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 为持续做好怀柔区基层中
医药人才培养计划， 该区卫健委
在辖区范围内开展名老中医传承
工作室建设工作。 “9家工作室
团队均采取 ‘1+1+N’ 模式 ，
由1名学术经验指导老师 （中医
专家）、 1名学术经验负责人、 N
（多） 名研 （见） 习人员等组成。
主要负责整理、 传承中医专家学
术经验， 培养基层中医药人才，
提升基层医 、 教 、 研水平 。 同
时， 培育孵化区级名中医团队，
落实分级诊疗， 满足居民对中医
药服务的需求。”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孙建国

本市首场市区街联动招聘会提供1978个岗位

□本报记者 孙艳

“哪里有居民需要， 哪里最
方便服务群众， 哪里就是城市华
庭社区 ‘移动居委会’ 的办公地
点。” 近日， 朝阳区八里庄街道
城市华庭社区把 “移动居委会”
搬进了都会华庭小区， 不仅提供
便民服务、 健康义诊， 还有安全
知识、 文明养犬、 垃圾分类等宣
传活动， 居民下楼就能参与社区
暖心服务。

“这条裤子我穿着特别舒
服， 就是有点长， 都磨破边了，
今天让这位大姐给扦个裤边 。”
在便民服务区域， 提供扦裤边服
务的大姐正娴熟地用缝纫机给居
民李阿姨缝纫裤边， 李阿姨和同
伴边等边聊， 勾起了自己年轻时
喜欢做衣服的回忆。

旁边磨菜刀的老师傅正忙着
手里的活计， 几位居民围着他唠
起了家常 ： “现在磨刀是个难
题， 附近都没处找。” “我给您
磨这刀， 您就踏实用去吧， 一年

都不用磨。”
健康义诊区域的人气也很

旺 ， 居民们有的在体验中医号
脉、 肩颈按摩， 有的在咨询口腔
卫生问题。 城市华庭社区居委会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移动居
委会” 的服务项目都是通过收集
居民建议设置的， 由全国劳模、
八里庄街道 “会兰孝亲敬老服务
队” 队长梁会兰带领志愿者为居
民提供暖心专业的服务。

“移动居委会” 还为居民搭
建了诉心声、 提建议的平台， 居
委会工作人员现场为居民提供服
务的同时， 可以及时听取居民建
议 ， 尽快协调有关部门解决 。
“上一次活动时， 一位居民反映
电梯的按键不灵敏， 工作人员协
调物业很快就修好了。”

该负责人介绍， 今后每个月
都会在辖区四个社区轮流开设
“移动居委会”， 通过多元化活动
推动社区共建共治共享。

朝阳城市华庭社区“移动居委会”搬到家门口

昌平区连续十年获评“北京市充分就业区”

怀柔区建成9家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

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专业委员会启动年度活动

走近陶行知先生，践行教育家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