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就业请按1，人才服务请按2……”我省“96885

吉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自上线运行以来，所秉持

的“想就业找人社，缺人才找人社”的服务理念受

到多方肯定。

“毕业就能够顺利留在家乡工作，我

很幸运，特别感谢‘96885’。”长春人文

学院应届毕业生徐子豪说。

“3 月初，学校进入闭环管

理，所有线下的招聘活动暂

停，之前预约的面试也推

迟，说实话，那段时间

我非常焦虑。”徐子

豪说。

不 仅 仅

是徐子豪，

突如其

来的

疫

情 ，

给 许

多 应

届毕业

生 带 来

了诸多不

确定性。“大

概是 4 月底

的时候，学校

就业交流群里

发出一条关于吉

林省人社部门出

台一些保障就业举

措的信息，里面提到

一个‘96885’小程序，

于是我就和大家一起注册并投递了简历。”徐子豪说。本

来也没抱太大希望，但出乎徐子豪意料的是，第二天就有

用人企业与他联系。

通过与多家企业洽谈，最终他匹配到了合适的企

业。“太方便了！”回想这个求职过程，徐子豪满脸欣喜。

“我还有几位同学也通过这个小程序找到了工作。”徐子

豪感慨地说，“疫情之下，政府努力为我们大学生就业提

供方便和机会，很难得，我们感受到了这份关心与关爱。

我选择在家乡就业，是非常正确的。”

徐子豪所说的“96885”，就是我省人社部门推出的

“96885吉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求职者或用人单位通

过注册并登录平台，均可免费享受求职或招聘服务。

怎样将百姓“想就业”的实际需求与岗位“缺人才”的

两方诉求更紧密地衔接起来。我省人社部门有创新——

大力实施“两找”工程即“想就业找人社、缺人才找人社”

服务创新提升工程。

在就业服务智慧化上做文章，创新打造包含求职者、

用人单位、学校、人力资源机构、培训机构等市场主体的

一体化服务平台，“96885吉人在线”随即上线。

“免费、便捷、高效，让百姓足不出户就能找到适合自

己的工作，这是民心工程。”长春市朝阳区清和街道普庆

社区居民于婷通过我省“96885吉人在线”服务平台的求

职招聘功能，最终与位于昌平街吉妈妈打卤面馆达成就

业意向。

“从平台看到招聘信息，通过线上沟通及线下面试，短

短两天就实现就业。”47岁的松原市民刘文来说，今年2月

份，他通过松原市人力资源市场推介，了解到全省“96885

吉人在线”全面运行，通过操作提示，成功实现就业。

“‘96885吉人在线’平台自上线以来给我们企业的招

聘工作带来诸多便利，让我们及时了解相关政策，成功招

聘了10名急需人才。希望有更多的企业，和我们一样获

得更多的人才信息，匹配更多就业岗位，助力企业发展。”

长春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宋健说。

“省 人 社

部门派专人‘一

对一’指导我们注

册使用‘96885吉人在

线’平台，帮助我们发布

招聘信息。”吉林省永新堂

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廉玉梦说，“借助这个平

台，在近2个月的时间，共面试15

人，留岗9人，极大缓解了我们的用

工压力。这对企业和应聘者来说是双

赢。”

作为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吉林凯莱英药

业公司是敦化市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小巨人企

业。省人社厅将凯莱英药业公司用工服务提级到

省级办理，先后通过线上渠道广泛发布招聘信息，并

邀请该企业在“96885吉人在线”平台注册发布招聘信

息，动员全省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将该企业作为重

点服务对象。目前，凯莱英公司已经分别与7所技

师学院、4家人力资源服务公司、2市5县就业服

务局进行了对接洽谈。

“一点需求、多点响应”，省人社部门以

“两找”服务新模式为统领，主动作为，就

业服务能效快速提升。

截至8月11日，“96885”和微信

小程序累计访问量达到78.58万

人次，平台注册用人单位7444

家，发布招聘信息9932条，涉

及用工岗位6.02万个；智

能系统累计为劳动者匹

配推送岗位信息6971

次，为企业推送人才

2216人次。

“想就业请按1，人才服务请按2”
——来自“96885吉人在线”的就业故事

本报记者 万双

招聘会是衔接广大用工单位和求
职者的重要平台。近年来，我省着
力打造优质高效的专业招聘
会，帮助求职者顺利找到
工作。图为一名求职
者在招聘会上咨
询用工信息。

郭艳芳是长春市九台区

九郊微雨众惠种植业家庭农

场总经理。这朵“铿锵玫

瑰”回乡创业十一载，带

动了周边农民共同致

富，也让更多的绿色

农产品走进了千家

万户。

郭艳芳出生

在一个普通的

农村家庭。因

为从小跟着

父 母 在 田

间地头耕作，郭艳芳养成了吃苦耐劳、坚韧

不拔的品质。2004年，她和丈夫带着刚刚

四岁的女儿一同踏上了去山东的创业之

路。刚到山东临沂不久，夫妻俩就开始做

起了二手车生意，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他

们就赚到了8万元，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经

历，让他们对创业有了更大的信心。而后

他们又成立了装修建筑公司，涉足装潢领

域。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2010年他们的

公司在当地已经小有名气。那个时候，在

山东创业的郭艳芳夫妇，是家乡不少人羡

慕的对象。可是2011年，他们却做了一个

让很多人都难以理解的决定：回老家种地。

回到家乡，她开启回

乡创业的“新农人”生活。

她把汗水和青春挥洒在乡村

振兴的舞台上，成为带领群众

致富和乡村振兴的“领头雁”。

随着乡村振兴的大幕徐徐拉

开，郭艳芳夫妻对这条回乡创业之

路充满了信心。2016年11月，经过

审批，他们的“九台区九郊微雨众惠种

植业家庭农场”正式成立。多年来，他

们一直以家庭农场为窗口，以带领村民共

同致富为宗旨，身体力行地为乡村振兴赋

能，用行动书写“创业故事”。

“新农人”返乡创业显身手
本报记者 万双

“能就职于家乡的知名国企，是

一份幸运，也是一份踏实，更是一

份动力！”东北林业大学毕业生马

雪通过吉林市人才服务中心招

聘会，成功入职吉林华微电

子。

马雪踏入大学校门时，

就确定了就业目标——学

成之后，要为建设家乡

贡献力量。毕业时，

她一直希望回家乡

工 作 。 同 学 们 纷

纷 忙 着 投 简 历 、

找工作，马雪更

是时刻留意着

家 乡 本 土 企

业的招聘信

息。

当

时 ，正

值 吉

林市

人

才服务中心通过建立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名

制数据库，全面掌握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就业意愿、

服务需求和就业状态，对已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进

行实时动态管理和分类帮扶，直至实现就业。

吉林市人才服务中心持续为高校毕业生搭建精

准就业对接平台，加大各类线上主题就业招聘活动

举办力度，做到“活动天天办、职位每天发、岗位随时

选”。

通过吉林市人才服务中心招聘会，马雪顺利实

现就业。当时，通过多渠道广泛征集高校毕业生就

业见习岗位，搭建高校毕业生通向职场的过渡平台，

提升毕业生就业能力，使像马雪一样的毕业生的实

训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保障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农民工等重点

群体就业，至关重要。重点群体“稳”不住，就谈不上

稳住就业基本盘。建立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名

制数据库，只是我省大力推动大学毕业生就业工作

举措的一个缩影。

2022年我省高校毕业生达21.9万人，是历史上

人数最多的一年。如何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

的就业工作？

今年5月初，省人社厅牵头多部门联合制定《关

于积极应对疫情影响全力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

体就业工作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坚持市场导向促

就业、开发政策性岗位扩就业、鼓励创新创业带就

业、采取多种渠道缓就业、聚焦重点群体保就业、提

升服务质量稳就业等6个方面20项重要举措，政策

上持续发力，全力以赴保就业。

我省还依托大学生创业园、创业孵化示范

基地、青年见习基地及企业等实体，建立“高

校

毕 业

生就业

创 业 实

训中心”，

吸纳有就业

创 业 意 愿 的

离校未就业高

校毕业生，开展

就 业 实 训 和

“1311×N”服 务 活

动，提供一定额度生

活补助 ，帮助毕业生

通过岗位匹配、见习留

用等渠道实现就业。对

于市场渠道难以实现就业

的，符合就业困难条件的离

校 2年及以上毕业生，以公益

性岗位托底安置。截至 8 月 8

日，全省共建设实训中心 27 个，

入驻毕业生176名。

在伊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实训

中心，记者见到了刚刚入驻中心的吉林

农业科技学院的2022届毕业生杨翠翠。

她充满期待地告诉记者：“在这里，我将通

过能力集训、就业创业指导、技能培训服务，

得到实操实训机会，从而提升就业能力。”据

了解，截至目前，该实训中心已成功帮助9名高

校毕业生，分别与企业进行双向选择，实现了就

近就业。

为梦想插上腾飞的翅膀
本报记者 万双

一直以来，农安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针对农业种植大户落实了

初创企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创

业致富带头人免费创业培训等

多项积极的就业创业优惠政

策，多家农业种植大户得到

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小城子乡潘家屯村的

胡忠德就是这些优惠政

策的受益者。

10 年前，胡忠德

跑到长春打工，从

事 蔬 菜 批 发 行

业。后来，听说

老家村里有人

搞种植挣了

钱，他就跑

回家琢磨

着 种 起

了 萝

卜 ，

开

启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作为土生土长的农民，每天他

都围着地里的萝卜转，在这里为自己

认定的事业拼搏着。

凭借一股不服输的劲头，2012年，

胡忠德承包 5公顷土地种植萝卜，当

年实现销售收入 75 万元。2017 年胡

忠德决定成立合作社抱团发展，在本

村成立了农安县胡三蔬菜种植专业合

作社，吸纳105户农民入社，共同种植

萝卜。如今合作社形成了产销一条龙

的产业化发展模式，胡忠德也成为当

地种萝卜大户。

“合作社+农户”抱团取暖，把分散

的力量集中起来，不光为种植户带来

了可观的收入，也给打工的农民提供

了就近打工的平台。

在生产实践中，敢闯敢干的胡忠

德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条件，坚

持不懈地致力于发展萝卜经济，并形

成了产加销一条龙的产业化发展模

式，不仅收获了同村农户的支持，还得

到了农安县人社局的帮扶。

今年上半年疫情期间，随着很多

地方的疫情管控，萝卜运不出去，进不

了市场，资金无法回笼。就在他一筹

莫展的时候，乡镇有关部门了解情况

后，在他保证手续齐全的情况下协调

多个部门，保障了运输道路的畅

通 ，确保保供蔬菜顺利运往市

场。农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

局

了 解

情 况

后 主 动

联系了胡

忠德，帮助

他办理了农

业 种 植 大 户

（合作社）创业

担保贷款，解决

了他的燃眉之急。

多年的种植经

验积累，再加上多项

政策的帮扶，胡忠德凭

借坚韧毅力和勇气，乘

着乡村振兴发展的东风将

自己的产业不断做大做强，

一步一个脚印带领家乡村民

增收致富。下一步，胡忠德打

算将互联网和新媒体作为自己

合作社的销售新渠道，将新的创

新理念融入到传统农业当中去，打

造新的发展模式。

大萝卜种出“聚宝盆”
本报记者 万双

保障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
人员、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

我省持续在政策上发力，多
措并举保障就业。图为长

春市举办的百万大学生
留长工程 2022 年域

外引才校园双选会
活动现场。

▲ ▲

以技能大赛为引领，我省对
应市场所需大力推进技能人才的培养
工作。图为吉林省首届职业技能大
赛现场，选手正在进行才艺展示。

舒兰市 90 后大学
生蔡雪 2014 年返乡
创业，从零做起，
吸纳家乡50户农
民，成立水稻专
业合作社，生
产加工后的
有 机 大 米
销 往 全
国各大
城市。

白城市洮北区就业服务
局干部于砚华，30年坚持就业
一线工作，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最
美就业人”“最美就业红娘”。图为
于砚华在进行线上招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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