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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区打浦桥街道办事处副主
任褚巍巍介绍，在打浦桥，每个居委
都是家门口的“求职小站”。
除了街道的求职指导师，每年应

届生名单下发后，各居委就业援助员
会做第一轮排摸。街道工作人员为
每一位求职中的应届生建立个人档
案，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与他们建
立信任，并根据其家庭情况、性格特

点、专业特长等，为他们提供政策宣
讲、职业指导、岗位推荐、技能培训、
就业沙龙等不同种类的就业服务。
“就业服务不是简单的推荐工

作，要为个人逐一分析情况，转变就
业观念、提升职业能力，再推荐岗位
介绍工作，还要做好后续跟踪。”褚巍
巍说。缺乏规划、对未来茫然和一些
家庭内部原因，成为阻拦应届生走向
职场的主要原因。
“大家都说理科专业性太强很难

找到对口工作，文科专业性太不强，
竞争力不行，是这样吗？”“我学日语，
语言类专业求职范围很小，是这样
吗？”在打浦桥街道日前组织的一次
毕业生职业指导沙龙上，新一批即将
走出校园的大四学生坦言心中困惑。
“不要给自己设限。”黄浦区就业

促进中心职业指导员金妍尤其想对
大四的同学们说，本科学习更多锻炼
的是工作的“底层能力”，比如思维能
力、探索未知的能力、沟通的能力，这

才是用人单位更看重的。
智联招聘华东区总经理贺化龙

最想叮嘱年轻人的则是，“千万不要
‘躺平’！”他坦言，一些应届毕业生暂
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就干脆观望
一阵，父母也觉得，缓就业没什么要
紧。在贺化龙看来，这样的心态要不
得，因为始终在“求职失败”的心态下
找工作，一定是慌乱的。他建议同学
们将就业预期保持在合理范围内。
只要走出家门，慢慢做起来，哪怕是
专业不对口，接触社会就一定会拥有
一段宝贵经历。贺化龙给出一个职
场小技巧——“即便是从事最基层的
服务性岗位做起，也可以从岗位出
发，想想有什么好点子可以提高工作
质量，并学会用邮件、交谈等方式和
上级主管保持沟通，展示工作积极
性。”他也建议同学们，当工作尚未落
实时，利用这段时间去学习行业知
识，掌握行业最新资讯，这样当机遇
出现的时候，才不会打无准备之仗。

打浦桥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的两层小楼位于南塘浜路上，二

楼的小会议室是施昳和同事们为大

学生们举行就业指导沙龙的地方。

2024届毕业生尚未走出校园，他们中

已经有人收到邀请来坐坐聊聊，未雨

绸缪。截至8月中旬，打浦桥街道首

轮排摸到的258名2023年未就业应

届高校毕业生，242人有了明确就业

去向。对很多应届毕业生而言，这间

普通小屋，成了职业生涯起点难忘的

“导航中心”。

施昳也时常把自己的职场故事、

自己的成败得失，总结成经验教训，

和同学们分享。比如，制作简历时尽

量用数据量化自己的业绩，用专业的

术语进行表达；参加面试之前，需要

充分了解岗位需求，并拆分成沟通能

力、组织能力、抗压能力等，从过往经

历中总结出相关案例一一匹配，增加

自身优势；对于缺点，要巧妙地将它

转化成自己的特色或长处。有一次，

面试到了最后一关，冷不防被问到

“你为什么从上一个公司离职”，她不

假思索就答，“和同事关系不好”。此

言一出，她能明显感到面试官脸色变

了。“所以，面试时候每一言每一行都

要慎重。”她提醒同学们。

到了街道后，施昳考出了中级社

工证，也开始自学各种职业测评量

表。她说，当年，自己没有做成医生，

现在想来多少有些遗憾。如今，帮助

一批批年轻学子找到人生方向，找到

生命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

这份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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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职
提醒 走出家门，千万不要“躺平”

建议将就业预期保持在合理范围

2023年高校应届生小添（化名），学的

是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参加了大大小小

的招聘会、面试会，投递了近百份简历，却

始终没有找到适合的工作。今年4月，接

到居委就业援助员打来的应届生调查电

话后，他欣喜地发现，原来，他所在的打浦

桥街道有一群“职业指导师”，可以一对一

陪伴自己走向职场。

他更没想到，两个月后，自己身穿一

身挺括的制服，以中共一大纪念馆“见习

讲解员”的身份开启职业路——为帮助

2023届应届毕业大学生顺利地从校园走

向社会，黄浦区推出一批“红色就业见习

基地”，若非“职业指导师”老师推荐，他可

能会和这个求职机会擦肩。

“70后”上海小姐姐施昳，就是那个点

亮小添职场路的人。打浦桥街道对离校

未就业应届生建立“一人一档”，实施“一

人一策”，加强沟通和就业指导，提供职业

指导、岗位推荐和就业见习机会。毕业于

医科大学，在事业单位、外企、民营企业间

一番辗转腾挪，五年前施昳选择入职街

道，这让家里人都觉得意外。但是她觉

得，能用自己的经验和经历，为初出校园

的年轻人提供帮助，很有成就感。

男生小伟（化名）2021年从高职市政

工程技术专业毕业，想凭着同学家中的资

源，兄弟俩一起创业闯荡一番。然而，最终

以亏损50万元终结了创业梦。于是，他决

心做一名“打工人”。但是眼见着时间一点

点过去，工作希望却十分渺茫。“离校未就

业两年内的学生，都在应届生排摸范围之

内。”施昳说，因此，今年春节过后，她向小

伟发出了邀请。

“我首先鼓励他，让他不要丧失信心，

以他的年龄和学历找工作还是充满机会

的。”施昳指导他在随申办App公共招聘新

平台上注册，将他的资料也留了下来，并叮

嘱他根据企业需求去完善自己的简历。

机会很快到来——在排摸重点企业定

期用工需求时，一家建设工程公司要招档

案管理员，这和小伟的专业和能力特长有

点匹配！“好，我要去！”小伟志在必得，却没

能如愿，让他有些沮丧。于是，施昳和他一

起复盘面试失败的原因。“以后面试要提早

一点去，去洗手间整理一下仪容仪表。”她

关照小伟，正式场合最好脱帽以示尊重，实

在觉得戴帽子能增加安全感，就戴戴正。

她也提醒小伟，可以先择业再深造，或者趁

着还未就业，重新规划职业生涯。

施昳热情的鼓励和周到的分析，帮助

小伟走出了求职失利阴影，然而她和同事

们却遭到小伟爸爸的一顿责骂。一天，小

伟爸爸冲进办公室“哇啦哇啦”嚷起来，儿

子“荡”在家里这么久，街道都没人管。施

昳告诉小伟的父亲，小伟这一阶段很努力，

街道也在尽最大力量提供帮助。“这时候，

他希望得到的是亲人的鼓励和支持，过多

的精神压力反而会阻碍他走向职场。”看到

一次次的就业辅导记录，小伟爸爸不仅消

了气，还连声致歉。

陪小伟参加招聘会，邀请小伟到街道

参加求职沙龙，一次次贴心指导……在施

昳的“陪伴式”求职辅助下，原本腼腆的小

伟逐渐建立了对“职业指导师”的信任，话

渐渐多了起来。更可喜的是，小伟的心态

在慢慢改变——不再将眼光局限在本专

业，而是将求职目标转向服务性行业岗位，

去获得更多机会，脚踏实地工作起来再说。

今年6月，施昳陪小伟参加了区就业

促进中心举办的上海市高端酒店文旅服务

业专场招聘会。捷报传来：小伟被锦江集

团下属的东亚酒店录用了！

“对年轻人来说，我们除了帮他和企业

之间搭建供需桥梁，还会更多了解他的成

长环境，更好地陪伴他走好职场第一步。”

施昳说。

应届生小文（化名）毕业于汽车

相关专业，一心想找汽车工程师等专

业对口的工作。今年4月，他拿到了

郊区一家企业的录用通知，从事机械

制图的工作。岗位谈不上多满意，但

通勤路途让小文望而生畏。这时，他

又获得了一个奢侈品品牌的“二面”

机会。想也没想，小文拒了第一家企

业。没料到，奢侈品牌面试他表现不

佳，也失败了。

小文妈妈和居委会工作人员相

熟，告诉小文可以去街道寻求帮助。

“我大学时候做过很多次志愿者活

动，拿过奖学金，就是企业实习经历

比较少，施老师建议我写简历或者参

加面试时，要想办法突出这些。”小文

感叹，在自己慌乱之时，有一个人出

现在身边，给予专业指导和鼓励非常

重要。他参加了四月的就业指导沙

龙，被一家餐饮公司相中，录用为管

培生。工作两周后，他发现自己不适

合这个行业。令他有些意外的是，没

过多久，施老师打来了回访电话。听

到他再次“失业”，也听到他还是想继

续在汽车行业找找机会的决心，施昳

觉得，这个男孩对自己、对行业的了解

和几个月前已经大有不同。不久之

后，好消息传来，小文被一家汽车零部

件公司录取。职场第一步，稳了。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如

愿。男孩小驰（化名）至今还在为获

得一份工作而努力。

见到小驰时，施昳眼前一亮。男

孩阳光帅气，也很健谈。大部分孩子

只是叫“老师好”，他得知施昳的名

字，特意加上了姓称呼她为“施老

师”，这个小细节，施昳觉得很加分。

交谈中得知，他在学校做过学生会工

作，还负责公众号运营。

小驰校内成绩不错，形象不错，

性格不错，这让施昳对小驰的求职

前景很有信心。然而，结果却不尽

如人意——她前后推荐小驰去了两

家“红色就业见习基地”，但一家他嫌

工资太低，一家觉得和同事不容易相

处，都放弃了。

小驰头一天晚上10时发微信告

诉施昳自己要离职的决定后，施昳几

十秒一条的语音留言发了好几条，

想让他再考虑一下。第二天上午，又

忍不住去念叨了一番。“你知道吗，那

种着急的心情，就像替自己小孩着急

一样。”施昳说，然而，职业素养让她

必须收拾好自己“受伤”的情绪。唠

叨完，她又给小驰发了一条文字微

信，“行，咱们再看看其他的岗位。”

就在不久前，一个印刷类展馆要

招募讲解员，施昳收到了小驰的消

息，“施老师，我想尝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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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浦桥街道举办就业沙龙为求职青年提供职业规划

贴身陪伴 为求职者减压

不断纠偏 为职场新人导航

职场经历 成为求职宝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