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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专业力量
成立青年夜校

市政协委员邵焜琨指出，加强青
年人才培养，构建青年发展型城市，
对于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然而，青年在追求个人能力提升
与全面发展时面临着多重阻碍：在快
节奏的工作生活中，许多青年难以抽
出时间进行自我提升；教育机构不菲
的培训费用，让初入职场的青年群体
望而却步。

对此，邵焜琨建议，相关部门要进
一步优化教育资源，构建多元化的教
育体系，为青年打造能力提升的“充电
站”。举例而言，无锡团市委可以联合
相关高校、技师学院等专业力量成立
青年夜校，满足青年群体在专业知识、
职业技能及兴趣爱好等方面的学习需
求。通过晚间课程、周末工作坊等灵
活多样的教学安排，为青年创造更多
学习机会，为城市的未来发展注入源
源不断的青春活力与创新动力。

探索职教转型
激活创新能力

市政协委员陈建国在调研中发
现，目前职业教育技能人才培养的教
学设计思路中，少有对学生创新意识
和意愿的考量，现有的校企合作人才
培养也更强调学生对基础技能、成熟
技术和操作方案的训练和掌握，学生
缺乏对问题的深度思考，难以获得对
先进技术的感知。

“市场对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的
需求显著提升，职业教育迎来了新的
发展机遇。”陈建国表示，职业教育要
积极探索学校学习和企业实践深度
融合的新路径，推动学制由“传统固
定”模式向“灵活多变”模式转型，更
好地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在此过
程中，职业院校还可以依托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提炼和设计具有挑战
性的学习项目，为学生的创新能力培
养提供多元化的学习环境。
（晚报记者 陈钰洁 刘娟/文 还月亮/摄）

委员
锐观点

“妈妈岗”主要用于吸纳法定
劳动年龄内对12周岁以下儿童负
有抚养义务的妇女就业。和传统
就业模式相比，其工作时间、管理
模式相对灵活，让妈妈们能够上
班、带娃两不误。目前，广东、山
东、安徽、江西、河南等地已率先推
行“妈妈岗”就业模式。

“无锡可以在借鉴先行先试地
区经验的基础上，推出‘妈妈岗’就
业模式，帮助有就业需求的宝妈重
返职场。”市政协委员刘叶建议，在
政策保障层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门应深入调研育儿妇女的就业
需求，建立“妈妈岗”用人单位统一
名录，定期向社会公布；充分利用零
工市场、就业驿站等服务网点，为企
业和育儿妇女提供从岗位收集、技
能培训到送工上岗的“一链式”服
务。妇联应积极开展送政策、送技
能、送岗位、送服务活动。金融机构
及相关职能部门应在依法合规、风
险可控的前提下，加大金融扶持、税
收优惠、保险补贴等措施支持力度，
激发企业设立“妈妈岗”的积极性。

在供需匹配层面，一方面，要深

度挖掘“妈妈岗”的开发潜力，支持
用人单位采取多样化的弹性工作方
式，如开设可按需请假的“弹性妈妈
岗”、可自选时段的“宝妈班组”、可
把工作带回家的“流动妈妈岗”，同
时积极探索电商运营、直播带货、文
创策划等自主性高、方式灵活的“新
业态妈妈岗”。另一方面，要进一步
扩大岗位安置范围，将符合条件的

“二孩妈妈”“三孩妈妈”等群体纳入
城乡公益性岗位安置范围，并面向
社会广泛征集灵活就业岗位，为宝
妈再就业开辟更广阔的空间。

如何“稳就业、聚人才”，委员们献策——

帮学子铺平“理想路”
为人才栽好“梧桐树”

就业，一头
连着经济发展，
一头连着千家万
户。今年无锡两
会上，稳就业、聚
人才成为市政协
委员们热议的话
题。如何让毕业
生就业无忧、吸
引 人 才 纷 至 沓
来，委员们带来
了各自的“金点
子”。

关键词：集聚人才
对人才需求“事事有回应”

关键词：促进就业
让企业与学子“双向奔赴”

关键词：送岗服务
“妈妈岗”助宝妈重返职场

近年来，无锡出台了“太湖人
才”计划、“强智聚才”工程等一揽
子人才政策，连续6年上榜“中国最
佳引才城市”，人才集聚效应初显，
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
撑。然而，政策落地施行过程中，
在人才落户后的子女教育、医疗保
障等服务方面还存在个别衔接不
畅的问题。

如何持续擦亮“无比爱才，锡
望您来”这一引才品牌？民盟无锡
市委建议，要加强政策支持，健全
人才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并优
化“太湖人才计划”等相关政策框
架。具体而言，可根据不同产业的
特性和不同层次人才的个性化需

求，细化补贴、奖励、项目扶持等政
策条款。此外，可探索建立一支专
业的人才服务专员队伍，为人才提
供从政策解读到业务流程指导的
个性化服务，同时设立多渠道、便
捷化的反馈平台，如服务专线、
网上意见箱及线下意见反
馈站点等，对人才需求

“事事有回应”。
引才工作不仅

要瞄准“高精尖”，
基层人才也是推动
城市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力量。民盟无
锡市委建议，进一步
扩大人才活动的包容

性与覆盖面，通过设计更多面向
中小企业及基层人才的特色活
动，提升人才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促进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流动。

大学生就业不仅关乎个人发
展，还承载着一个家庭的殷切期
待。市政协委员陈红玉心系大学生
群体的就业问题。她在调研中发
现，近年来，大学毕业生人数呈增长
趋势，但企业提供的岗位数量并未
同步增长，就业市场供需不平衡；用
人单位在招聘时，除了学历要求，还
注重求职者的实习经历、项目经验、
专业技能等；大学教育供给与社会
需求之间存在脱节……这些都影响
着大学生的就业率。

“破解大学生就业之困，需要高

校、企业、政府等多方协同发力。”陈
红玉建议，高校应紧密围绕社会需
求设置课程，增加实践课程的比重，
为社会不同行业培养、输送与岗位
相适配的人才，同时把职业规划教
育贯穿于学生入学到毕业的全过
程，引导他们结合自身实际，制定
合理的职业规划。校企之间应加
强深度合作，畅通人才供需对接渠
道。比如，高校可以邀请企业参与
学校的专业设置、课程开发、教学
评价等环节，确保人才培养方案符
合市场需求；企业可通过提供实习

岗位、开展订单式培养等方式，实现
高校人才培养与企业人才需求的无
缝对接。政府应出台一系列相关政
策，在促进大学生就业过程中发挥
积极作用。比如，实施税收优惠、社
保补贴等政策，降低企业用人成本，
提高企业吸纳大学生的积极性；设
立大学生创业扶持基金，为有创业
意愿的大学生提供资金支持、场地
租赁补贴、创业培训等一站式服
务。此外，政府还应加强宏观调控，
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创
造更多适合大学生就业的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