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半年海口城镇新增就业3.78万人，完成全
年任务的5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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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搭平台“家门口”固才强基，瞄

准需求“走出去”招贤纳士，海口以引

才与留才“双线并驱”的就业服务模

式，构筑起“近悦远来”的人才生态圈。

去年9月起，我市启动“好就业”高

校毕业生就业服务行动——全国大中

城市巡回招聘活动，海口企业组团以

“现场招聘+委托招聘”的形式频频外

出揽才。截至目前已累计携 8万余个

岗位前往吉林、河北、广西、湖南等地，

参加 60场招聘活动，向当地高校毕业

生等人才伸出诚意满满的“橄榄枝”，

吸引了众多学子关注。

活动期间，海口市人才劳动力交

流服务中心还与长春工业大学、桂林

理工大学、燕山大学等一批高校签订

了校地人才培养框架协议，建立高校

就业工作联络服务站，将在人才供需

信息交流、精准对接、就业见习、人才

跟踪评价等方面深化校地合作，进一

步拓展人才交流合作“朋友圈”。

开机、调试、起飞……近日，在海

口技师学院无人机实训场，无人机应

用技术专业学生吴英麒熟练操控四旋

翼无人机，为即将开始的实习工作做

准备。他期待通过实习积累实践经

验，未来成为一名飞控工程师，助力低

空经济发展。

瞄准低空经济发展机遇，海口正

大力推进“椰岛飞手”劳务品牌建设，

通过建设实训基地、开展校企合作等方

式，为无人机行业输送高素质技能人

才，今年以来已培训2000余人。同时，

“椰岛飞手”劳务品牌创新搭建质量标

准体系与诚信评价体系，覆盖无人机培

训、就业服务、技术支持等内容，不断向

标准化、专业化、规模化发展。

从单一品牌到集群效应，海口劳

务品牌建设已形成规模优势。近年

来，海口围绕海南自贸港“3+1”重点

产业需求，培育了“海南新能源汽修

师”“椰嫂”“椰岛飞手”“大坡胡椒工”

等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劳务品牌，通

过“培训+劳务品牌+就业”模式，累计

培训 11 万人次，带动就业 25.83 万

人。劳务品牌不仅成为带动重点群

体就业的“金名片”，更是助力产业发

展的“新引擎”。

□本报记者 陈歆卓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

今年来，海口深入落实就业

优先战略，在完善就业政策

体系、突出帮扶重点群体、优

化公共就业服务等方面多措

并举，不断织密织牢就业“服

务网”。

然而，当前就业形势面

临结构性矛盾突出、重点群

体就业压力增大等多重挑

战。要进一步提升就业服务

质量，需以“绣花功”般精细

度从多维度协同发力。从多

地实践来看，精细化服务已

成为破题关键。

以“绣花功”织密服务网

络，构建全域覆盖的就业服务

体系。可依托街道、社区基层

平台，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的就业服务网格，将服务

触角延伸至园区、商圈、楼宇，

实现就业服务“零距离”。

以“绣花功”提升服务效

能，需强化数字赋能精准匹

配。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技术搭建智慧就业平台，动态

归集岗位需求与求职意愿，实

现“人岗智能匹配”。同时通

过就业服务小程序、云端招聘

会等线上载体，让就业服务更

高效便捷。

以“绣花功”筑牢权益保

障，需完善就业服务长效机

制。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农民工等群体，健全劳动权益

保障、职业技能培训、社会保

障衔接等制度，让就业服务既

有温度又有力度，切实增强劳

动者获得感、安全感，为高质

量就业保驾护航。

就业服务提质升级需久

久为功。唯有以“绣花功”织

密服务网络、提升服务效能和

筑牢权益保障，才能让每一位

劳动者都能“进得了门、找得

到岗、安得下心”。

□本报记者 陈歆卓/文 康登淋/图

以“绣花功”织密
就业“服务网”

“在求职路上奔波了许久，兜兜
转转，最后还是在家乡找到了理想
归宿，安定了下来。”23岁的广东外
语外贸大学应届毕业生符文馨，曾
辗转多地，最后通过海南自贸港
（海口）毕业生“留才”专项活动与
心仪岗位实现了“双向奔赴”，进入
海南一家食品公司从事市场策划
工作。“既赶上了自贸港建设的好机
遇，又能陪伴家人，我对未来发展充
满信心。”

就业是民生之本，一头连着经
济发展，一头系着千家万户。今年
来，海口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聚
焦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服务需求，通
过拓宽就业渠道、优化服务保障、强
化技能培训等举措，全力推进稳就
业、惠民生、促发展，织密织牢就业

“服务网”。据市人社部门统计，今
年 1 至 6 月 ，全 市 城 镇 新 增 就 业
37802 人，完成全年任务目标数的
55.99％。

“半年前还在为‘去北上广还是回家

乡工作’纠结，现在很庆幸选择了回海

口。”7月4日，符文馨顺利通过试用期，拿

到正式职员工牌后感慨道。回忆起自己

的求职之路，她用“拨云见日”来形容：

“从最初的迷茫不已、辗转求职，到如今

在家乡从事理想岗位，坚定与自贸港共

同成长，我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

方向。”

大四秋招时，符文馨曾将简历投向

广州、深圳等城市，却因竞争激烈陷入迷

茫。今年春节返乡时，她在网上留意到

海口即将开展丰富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服

务活动。

“不仅有招聘会，还有帮助优化简

历、模拟面试的职业指导活动，这让我又

重燃了信心。”参加了多场活动后，符文

馨在海南自贸港（海口）毕业生“留才”专

项活动中获得一家食品公司的市场策划

实习岗位，于7月初顺利转正。“从职业指

导到岗位匹配，海口的就业服务完善又

暖心。”

符文馨的经历，是海口做好高校毕

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的生动缩

影。我市开展“好就业”海口市高校毕

业生就业服务行动，举办了海南自贸港

（海口）毕业生“留才”专项活动、就业沙

龙、公益人才双选会等系列活动，扩大就

业服务覆盖面，打造青年人才“强磁场”，

让更多高校毕业生了解海口、选择海口、

留在海口。

“公司认可我的工作经验，还会提供

岗前培训，感觉很安心。”6月 26日，2025
年海口市残疾人专场招聘会上，拥有3年
电商客服经验的残疾人求职者赵女士与

一家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今年以

来，海口通过落实残疾人就业创业政策、

举办线上线下招聘活动、开展农村实用

技术培训等举措，为越来越多的残疾人

托起“就业梦”。

面向农民工等重点群体，我市还开

展了春风行动暨“就业开门红”等招聘对

接活动，通过摸排劳动者返岗需求、企业

用人需求、搭建人岗对接平台等一系列

举措，将丰富岗位及就业服务送进人力

资源市场、商圈、社区、园区，为求职者提

供了多元化的就业选择，持续促进高质

量充分就业。

聚焦重点群体
搭建对接桥梁A

“家门口就能找工作、问

政策，就业驿站太方便了。”近

日，市民李晓荣来到海南就业

驿站海口嘉华站咨询求职，不

到一周就收到通知：一家家政

企业有适合她的岗位，请按时

带简历前去面试。顺利通过

企业面试后，李晓荣已经正式

入职。“新工作离家近，薪资待

遇也满意，让我很有信心。”

牵好线、搭好桥，是助力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双向奔

赴”的关键。近年来，海口持

续优化公共就业服务体系，高

标准布点建设就业驿站（零工

市场），将求职登记、职业指

导、技能培训等就业服务送到

百姓“家门口”，逐步构建起

“一刻钟公共就业服务圈”，着

力打通公共就业服务“最后一

公里”。

从“奔波找活”到“进站择

业”，精准便捷的就业服务让

“一刻钟”不只是一个时间刻

度，也成为一把衡量城市温度

的标尺。“驿站会为求职者建

立‘一人一档’台账，登记求职

意向后，如果用工需求库中暂

时没有合适的岗位，我们会提

供‘跟踪式’服务，持续为求职

者留意匹配的岗位信息。”海

南就业驿站海口嘉华站工作

人员介绍。

高效运行的就业驿站不

仅在线下精准发力，线上也提

供着“触屏可及”的服务。我

市推出的“海口经济圈零工之

家”线上就业服务平台，依托

就业驿站工作人员及服务，为

海口经济圈内劳动者和用人

单位提供求职意向登记、岗位

信息浏览及发布、邀请面试、

政策宣传等“一站式”“不打

烊”线上公共就业服务。

海口正聚力打造“六个之

城”，其中打造全龄宜居幸福

之城是价值追求。支持促进

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是实现这

一价值追求的重要举措。我

市人社部门将不断完善高质

量充分就业创业体系，深化推

进国家公共就业创业服务提

升示范项目，全力以赴促进高

质量充分就业，通过健全“定

向型、订单型、输出型、扶智

型”四型精准培训机制，全面

加强技能型人才培养等举措，

为加快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

引领区、打造“六个之城”提供

坚实支撑。

瞄准产业需求 精准引才育才B

优化服务矩阵
助力“双向奔赴”C

记者手记

在“海南新能源汽修师”劳务品牌实
训基地——海南福诺新能源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内，新能源汽修师检修故障车辆。

◀在“产链赋能·才链未来”2025龙华区新质生产力专场招
聘会现场，求职者与招聘单位工作人员沟通交流。

▲在“温情送岗暖心田 前程似锦谱新篇”2025年海口市残
疾人专场招聘会现场，求职者用手机拍摄招聘信息。

6月20日，在海口技师学院无人机实训场，教师指导学生练习操控四旋翼无人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