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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体系建设，聚力保障行动实施

就业是一项系统性、持续性、长期性的工
作。多措并举稳定和扩大就业，必须系统性应
对，尤其是要加快构建部门协同、系统联动、服务
精准、管理科学的高质量充分就业工作体系。

健全横向联通实施机制。去年以来，青岛陆
续出台了稳定和扩大就业“20条”、社区微业重点
工作任务“22 条”等，联合发改、商务、民政等部
门，在优化社区商业业态、升级社区商业服务、完
善便民商业设施等方面统筹安排，健全部门协
作、多向发力、互通互融的联动机制，统领行动部
署实施。

构建纵向贯通推进格局。坚持全市“一盘
棋”，青岛明确制定“就享家”乐业服务站建设标
准和规范，挖掘“社区微业”行动典型经验做法，
健全“市级抓总、区（市）推进、镇街落实、社区主
责”制度，形成上下联动、协同发力、共建共享的
推进格局，落实落细社区微业行动任务。

建设力量融通服务队伍。为进一步强化公
共就业服务能力和水平，青岛将扎根社区、熟悉
民情、业务能力强的农村劳务经纪人、劳动保障
协理员、公益性岗位人员、网格员等纳入就业服
务队伍，配齐配强就业服务专员，同时，定期邀请
人力资源机构专家、共享HR等深入社区开展职
业指导等活动，提升就业服务专业化水平。

强化平台搭建，聚力织密服务网络

今年大学毕业的汪蕊，最近正烦心“找工
作”。“我的专业冷门，对口岗位少，找来找去一直
都没找到合适的。”汪蕊说。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汪蕊走进了位于市北区
海泊河社区“就享家”乐业服务站，刚进门她就被
一条新就业形态平台的宣传单吸引了。“直播带
货现在是一种新职业，受众广、前景好，而且零门
槛、零成本、即时得到收益，在社区乐业服务站就
能报名接受培训，这个工作真不错。”汪蕊说。

为了让更多就业困难群体实现家门口就业，
青岛坚持“站点跟着居民建”，在商超、楼宇、银
行、书店、便民中心等人员集中居住区、人流密集
区、产业集聚区建成307家“就享家”乐业服务站，
实现站点覆盖全域、服务辐射全民。同时，各站
点根据自己的区位特色，不断创新服务内容，如
万达商超服务站提供即时招聘服务，让居民在逛
街中将工作“逛到手”；交通银行城阳支行服务
站，通过人社和银行双轮驱动，实现双向发力，解
决居民“急难愁盼”的民生难题。

与此同时，青岛还创新打造了新就业空间
站、移动服务巴士、流动服务专窗等个性化、多
元化特色站点，实现公共就业服务升级提质，满
足居民多元化需求。其中，市南区将 90 余个流
动服务专窗搬到街头巷尾，不仅为居民送服务，
更送政策、送岗位；市北区创新打造新就业形态
空间，搭建起一个集直播培训、电商运营、帮扶
就业为一体的服务载体，已经帮助千余人实现
新形态就业。

此外，青岛还不断探索数智就享服务路径，
创新智慧电视“就享家”等服务模式，实现居民服
务即享、业务即办，推动服务模式“数智化”。其
中，李沧区上流佳苑社区“就享家”服务站，将就
业服务与数字电视结合，社区居民打开电视即可
查询就业岗位、培训信息、补贴政策等，“足不出
户”即时享服务、随时找工作。

强化产业赋能，聚力扩大就业容量

有岗位才能有就业，开发就业岗位是推进“社
区微业”的基础性工作。青岛坚持强化产业赋能，

“扩容”“挖潜”“兜底”同步发力，全方位开发就业岗

位，扩大就业容量，提升社区就业吸纳能力。
在位于西海岸新区的张家楼街道，青年汇·

双创中心、乡村议事场等 15 个城市微更新项目
“上新”，也吸引了艺术社群、赛事骑行、咖啡茶歇
等多种类型商户进驻，借势开发出商贸、餐饮、休
旅等多款岗位，进一步扩大社区就业容量，目前
已吸纳就业400余人。

“我们将‘社区微业’工作积极融入城市更
新，通过规划全域、优化空间、盘活资源，推动‘资
产存量’变‘就业增量’。”青岛市公共就业和人才
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除融入城市更新外，青岛还积极推动“社区
微业”与当地特色产业相结合，锚定“青岛手造”

“文化旅游”“家电制造”等产业，挖掘岗位资源，
拓展就业空间，推动高质量发展与就业扩容提质
良性互动。如，在平度市新河镇，通过“企业+加
工点+农户”形式发展草编产业，带动从业人员2
万余人；崂山区周哥庄村发展“花果经济”，打造
集露营、美食、游玩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助力
200余名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

依托社区闲置用房，开发灵活就业岗位，社
区“微工厂”变身就业“梦工厂”。青岛深度挖掘
海尔、海信、澳柯玛等大型企业周边的闲置用房
生产资源，承接产业链条上下游产品，开发简单
易学、操作便捷的项目，采取“企业发包+社区对
接+按需生产”和“按需设厂+社区培训+链接售
卖”模式，生产冰箱贴、遥控器、针织用品、花样馒
头、手工编花等产品。今年前 10个月，全市失业
人员再就业10.48万人。

强化创业扶持，聚力激发就业活力

今年年初，市民陈先生到西海岸新区珠海路
街道铁橛山路社区选址创业，在社区“就享家”乐
业服务站的帮助下，已成功开办两家餐饮店铺。

“创业初期，缺资金，缺人手，社区就业服务
专员一对一了解我的情况，帮助我申请了小微企
业一次性创业补贴，还帮我在社区周边招了店
员。”陈先生说。

创业是就业之源。在社区进行“微创业”，门
槛低、投入少、风险小、可操作性强，是帮助居民
增收的重要手段。今年以来，青岛不断盘活各类
社区资源，在台东步行街、李村网红夜市等商街
周边，储备一批投资少、风险低、回报快的小微创
业项目。通过向居民进行项目推介、政策宣传、
创业指导等，激发居民创业动能。目前，已向居
民推介手工盘扣制作、电商直播、快手早餐、百货
小店等小精微项目。其中，市北区台东街道拿出
10个处于黄金位置的摊位作为居民“微创业”的
试点，全过程赋能居民创业。

不仅如此，青岛还不断完善“一体两翼八轮
驱动”全链条创业服务体系，聘用创业导师 200
名，为居民创业“把脉问诊”。开展“青创四季”

“创·在青岛”等活动 139场次，打造集互动交流、
资源共享、合作对接于一体的居民创业平台。其
中，市南区“创业轻骑兵”敲门式送政策，市北区
专员“蓝马甲”定点收集商户诉求，西海岸新区海
青镇建设“三乡人”创业培训课堂，助力居民创业
增收。

此外，着眼打造特色创业街区，青岛今年分
梯次打造了“创业里院”“创业大街”“创业小巷”
等区别于传统创业孵化基地的社区微创空间，为
居民提供创业场地、开业指导、融资服务、跟踪扶
持，实现更加多元的创业场景，完善生产生活消
费空间和创业创客服务体系。目前，已打造大鲍
岛商业、西麦窑民宿、海清镇北茶、烟台前海鲜等
59个特色街区。

强化技能提升，聚力增强适岗能力

有就业意愿，但没有一技之长怎么办？破解

就业供需矛盾、促进困难人员就业，关键在提升
就业技能。

在市北区辽源路街道“微工厂”，编织、面点
等专业技能培训定期开展。上满 12课时面点课
后，“宝妈”徐媛成功“出师”，凭借学到手的国风
面点手艺，走上了自主创业之路，“今年母亲节和
中秋节的时候，我在西点礼盒基础上升级制作国
潮馒头礼盒，中西结合的甜品礼盒受到客户的好
评，一时间订单供不应求。”徐媛笑着说道。

今年以来，青岛围绕社区居民自我提升、转
换就业岗位、储备创业技能等需求，在学校、社
区、商业街区、产业园区等居民集中居住地、办公
聚集地，利用周末、晚间等业余时间，推出 AI、美
妆、茶艺、咖啡等价廉质优的社区夜校培训课程，
降低居民学艺增技成本，吸引1万余名居民参加。

同时，做实家政服务培训。完善“培训+就
业”服务链条，深化家庭服务业从业人员技能素
质提升行动，广泛宣传家服培训政策，整合具有
家政办学资质的培训机构，对居民开展母婴照
料、养老护理等家政培训，并推荐到有需求的家
庭，在社区内部实现就业和服务需求双满足、微
循环。今年以来，举办专项培训407班次，培训学
员7750人次。

每周四下午，在李沧区虎山路街道鹭洲社
区，非遗手工创益工坊的王颖如约开课。在王颖
手中，花艺、串珠等一个个精美的工艺品被匠心
打造，她的课程也吸引了不少社区居民前来学
习。今年以来，青岛积极组织具有地域特色的专
项职业培训项目，开展绿色产业、数字经济、乡村
建设、传统手造、现代服务业等特色职业能力培
训，开辟居民技能提升新路径。其中，城阳区河
套街道开展“鲅鱼酱”制作培训，传承传统技艺；
西海岸新区杨家山里推出农家宴、民宿管家课
程，服务当地民宿商户；张家楼街道打造画乡会
客厅，完成农民画培训150余人次。

强化就业体验，聚力提升服务质效

青岛着力建立健全设施完善、功能多样、服
务规范、保障有力的基层就业服务体系，将“社区
微业”作为就业服务下沉基层的重要载体，提供
针对性强、精准度高的就业帮扶，强化就业体验，
更好促进困难人员就业，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在胶州市石头街社区服务站，除了动态发布
的就业信息外，寒暑假期间的“四点半课堂”，帮
助周边居民解决工作期间的育儿难题。

“依托乐业服务站，我们集成政策速递、小型
招聘、职业指导等就业服务，通过‘入户调查+数
据比对’等方式，筹集门槛低、灵活性强岗位并实
现动态发布，即时为居民提供‘靶向’就业机会，
同时，拓展服务站功能，推出爱心托幼、就餐饮
水、权益维护等生活服务。”青岛市公共就业和人
才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不仅如此，青岛还依托社区共建议事会等现
有协商议事机制，联合辖区企事业单位、商业楼
宇、高校院所、社会组织，组建“微业联盟”，聚合
各方资源为居民提供专业优质服务。其中，市南
区联合人力资源机构，定期为居民提供专业化职
业指导服务；市北区对接德利丰电商实训基地，
城阳区与城市学院合作，开发“短视频带课”“不
露脸直播”等灵活性新媒体就业岗位，促进上千
居民从事自媒体运营实现灵活就业。

不仅如此，青岛还积极打造社区微业品牌，
以品牌化服务惠民生。支持区（市）结合本地资
源、产业特色、历史文化等，培育服务效果好、群
众满意度高的服务品牌。其中，崂山区北宅街道
周哥庄村创建“周道乐民”品牌，组建“红色代办
员”，就业服务帮办代办；市南区打造“就帮帮”品
牌，着力促进居民灵活就业；市北区“1314”陪伴
式服务模式，设立就业“心愿墙”，满足居民多元
化需求。

今年1月至10月，青岛建成“就享家”乐业服务站307家，实现全市城镇新增就业34.56万人——

共发力齐推进，“社区微业”向纵深去
□于宁宁 惠军华 刘婷婷

就业是民生之本、幸福
之基，既事关人民群众的“钱
袋子”，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
“压舱石”。社区作为社会治
理的基本单元，其治理水平
与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
关。如何将社区与充分就业
结合，打通群众就业最后“关
卡”，进而实现更充分更高质
量就业？

今年以来，青岛市把深
入实施“社区微业”行动作为
落实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
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抓手，
探索社区就业新路径，拓展
就业增收新空间，培优塑强
“就享家”服务品牌，构建“就
近求职、乐享服务、临家宜
业”的“家门口”就业新格局，
唤起了群众就业干事的激
情，激发了创新创业活力，为
促发展、扩就业、惠民生注入
了澎湃动力。

今年1月至10月，青岛
市城镇新增就业34.56万人，
完成市办实事目标的98.74%，
稳居山东省首位。

■市北区水清沟
街道乐安路社区在由
核酸检测亭改造的“就
享家”开业服务站定期
开展招聘活动。

■西海岸新区珠海
街道铁橛山社区“就享
家”乐业服务站开展直播
带岗活动。

■8月2日晚，借“夏日李沧 就业盛汇”2024年
李沧区星光招聘夜市开展之际，李沧区“就享家”乐
业服务“随享”亭正式投入使用。

■今年以来，全市深入实施“社区微业”，构建“家门口”就业新格局。 ■“社区微业”已成为青岛就业服务下沉基层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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