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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高电商创业人员的能

力和水平，去年，福建省第九批援

藏工作队和昌都新区管委会组织

15 名电商从业人员，前往福建省泉

州市开展学习交流活动。

学习交流活动中，福建省第九

批援藏工作队特地选定了泉州市 2

家电商孵化基地和 3 家具有闽商代

表 性 的 企 业 作 为 学 习 交 流 载 体 。

在实训基地，承办方中京股份有限

公司、福建京条科技有限公司制定

了周密的日程安排，内容涵盖电商

发展前景、店铺关键词图文采样编

辑、搜索排名规则、生意参谋和直

通车工具使用、在线客服和售后服

务等。通过学习交流，学员们的操

作 技 能 得 到 进 一 步 提 升 ，培 训 期

间，成功达成交易 208 笔，货品门类

18 个，共计 12 万余元。活动有力融

合了东南沿海电子商务推广能力

和西藏土特产业资源优势，共同探

索电商销售线上线下发展道路，进

一步促进了闽昌地域文化、汉藏民

族文化的相互了解，增进了两地人

民的感情。

学员们纷纷表示，一定要用好

福建援藏队搭建的学习交流平台，

牢记泉州人民的深情厚谊，把福建

先进的电商发展经验带回来，将家

乡土特产品与电商销售有机结合起

来，为家乡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本报昌都电（记者 桑邓旺姆）

为搭建就业桥梁，持续提升转移就

业规模和质量，近年来，昌都市丁

青县人社局围绕政府组织化促进

劳动力转移就业，多方挖掘就业岗

位，助力更多农牧民群众在区外实

现稳定就业。2021 年，丁青县人社

局组织了组团式区外劳务输出，20

名农牧民群众带着党和政府的关

怀和家人的祝福，踏上了前往青海

省格尔木市就业的征程。

在动员会上，丁青县党政主要

负责同志向前往青海省格尔木市

就业的农牧民群众表达了真挚的

祝福，期望他们努力适应环境、锤

炼 本 领 ，做 区 外 转 移 就 业 的 先 行

者，做民族团结的践行者和民族文

化的传播者，不辜负党和政府的关

心关爱。此外，丁青县总工会及爱

心企业为他们每人发放了 1000 元

现金和生活用品四件套。

昌都市人社系统相关人员表

示，接下来，将从促进民族交流交

往交融的高度出发，利用昌都三省

交界的区位优势以及重庆、天津、

福建援昌的契机，全力向毗邻省区

和援昌省（市）争取区外高质量就

业机会，采取“小组团”劳务输出的

方式，引导鼓励更多的农牧民群众

敢于走出去、愿意走出去，不断扩

大全市区外转移就业的规模，促进

群众增收致富。

“ 从 遥 远 的 西 藏 来 到 黄 石 ，受 益 良

多。高校毕业生组团式区外市场就业给

了我们西藏籍大学生一个面向前方，拥抱

全新人生和未来的机会。”

“半年前，我怀揣梦想，离开家乡，来

到 3000 公里之外的黄石，开启了职场新

旅程。半年来，在黄石工作的我深切感受

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对自己的未来也有

了更加明确的规划。”

“从山之南到湖之北，一切的陌生和

不安被家一样的温暖覆盖。未来，我希望

自己可以在这里生根发芽，成长为新黄石

人。”

……

翻开由湖北省黄石市第五批援藏工

作队编辑的《我心中的黄石》获奖作品集，

西藏籍高校毕业生苏鑫、次仁旦达、洛桑

旦巴等通过文字，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

讲述了个人在黄石工作、生活的点点滴

滴。透过这些点滴和细节的记录，有关我

区推动高校毕业生组团式区外市场化就

业的成功实践也就逐渐清晰了。

“高校毕业生组团式区外市场化就业

工作和以往的高校毕业生区外就业相比

有两大亮点：一是组团式；另一个是市场

化。”湖北省第九批援藏工作队领队、山南

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李修武介绍，所

谓“组团式”，就是组团参观考察、组团应

聘就职、组团服务管理、组团锻炼培养；所

谓“市场化”，就是依托企业资源，双向选

择，自主录用，定向培养，帮助高校毕业生

成 长 成 才 。 如 今 ，从 西 藏 到 黄 石 ，跨 越

3000 多 公 里 ，通 过 这 一 模 式 ，共 有 两 批

118 名山南籍高校毕业生在湖北实现高

质量就业。

高位推进 创新驱动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

根基工程，是民生之本，是社会稳定的重

要保障。多年来，自治区党委、政府始终

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作为重要民生工

程和政治责任，放在心上、扛在肩上、抓在

手上，高起点谋划，高标准推动，我区高校

毕业生就业取得了突破性成就。

面向区内，通过分批开展公职岗位考

录、密集举办铁路、航空、金融、电力等行

业和驻藏央企等专场招聘会、开创性地实

施从高校毕业生中招聘乡村振兴专干计

划等，实现高校毕业生更充分、更高质量

就业；面向区外，以空前的力度推进就业

援藏工作，先后研究制定了一系列促进我

区高校毕业生区外就业的配套支持政策

措施，各援藏省市站在支持边疆发展稳定

事业的政治高度、全局高度，大力支持就

业援藏工作，为西藏高校毕业生就业搭建

了更加广阔的平台。从 2012 年至今，在

各援藏省市、中央企业的援助下，我区高

校毕业生区外就业从无到有、从少到多，

从最开始的每年 200 多人，到目前已突破

2400 人，西藏高校毕业生区外就业成效

日渐显现。

为培育高校毕业生就业新的增长点，

2020 年，在区人社厅的强力推动下，山南

市、湖北省援藏工作队联合湖北省人社

厅、黄石市，积极探索，主动创新方式方

法，在做好全市就业援藏工作的基础上，

山南市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

进民族交流交往交融”为抓手，紧盯区外

就业市场，充分运用对口援藏有利契机和

平台，将调动积极性、扩大就业量、增强获

得感、提高稳定率作为高校毕业生就业援

藏的着力点，联合湖北省黄石市，创造性

地开展了高校毕业生组团式区外市场化

就业工作。

为强化组织保障，高位推动工作落

实。山南市把提高援受双方协调联动能

力作为组织好高校毕业生组团式区外市

场就业工作的基础，通过高效沟通，建立

有效对接的桥梁，为做好高校毕业生组团

式区外就业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

障，并通过各类媒体积极向高校毕业生、

家长和社会面传达党和政府对高校毕业

生区外就业的关心支持，形成了高校毕业

生组团式区外市场化就业政府导向。

为进一步调动高校毕业生、家长和对

口援藏省市企业的积极性，山南市和黄石

市双向发力，进一步健全和优化高校毕业

生区外就业政策环境。一方面，制定出台

《山南市关于支持高校毕业生组团式区外

就业的实施意见》，增设高校毕业生区外

就业专项资金 1500 万元，从调动高校毕

业生、家长和企业积极性、主动性方面，在

自治区政策补贴上做加法，给予高校毕业

生区外就业生活、住房、交通、安家、家庭

奖励和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吸

纳就业奖励等补贴，不断加大政策支持力

度，促进高校毕业生区外就业；另一方面，

黄石市将西藏籍高校毕业生纳入“新黄石

人”发展计划，制定实施《“援藏引才·优选

黄石”山南市高校毕业生来黄就业专项行

动》，分别给予山南籍高校毕业生和企业

实习见习、职业培训等 10 项补贴，有力形

成政策集约化、补贴互补式的高校毕业生

区外就业支持体系，据统计，截至目前，共

落实就业创业补贴 4730.52 万元，其中创

业 补 贴 2965.36 万 元 、市 场 就 业 补 贴

1739.56 万元，高校毕业生区外就业吸引

力进一步增强。

完善的政策和贴心的补贴吸引了不

少高校毕业生，也给予了高校毕业生离开

家乡，奔赴未来的信心和勇气。据统计，

截至目前，通过这一新的就业模式，共有

两批 118 名山南籍高校毕业生在湖北实

现高质量就业。

搭建平台 精准对接

“沟通难、融入慢、缺乏归属感……”

多年来，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区党

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各援藏省市的

无私援助下，我区高校毕业生区外就业取

得了不错的成绩，沟通难、融入慢等依旧

是当前影响高校毕业生区外就业的主要

问题。

会谋事是干成事的基础。要想在谋事

上能取得成效，必须在“谋”字上下功夫。

为 走 出 一 条 具 有 山 南 特 色 的 就 业

援藏新路子，推动就业援藏工作高质量

发 展 ，山 南 市 按 照“ 制 度 管 人 、情 感 感

人、待遇留人、岗位炼人、事业成人”的

工作思路，把扩大高校毕业生区外就业

规模、提高高校毕业生区外就业质量作

为组团式区外就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把增强工作合力，提升集聚性作为实施

好高校毕业生组团式区外就业的重点，

全 面 夯 实 高 校 毕 业 生 组 团 式 区 外 就 业

工作基础。

为切实增强岗位供给的持续性和稳

定性，山南市人社局强化“两个合作”。强

化政府合作，把就业援藏作为黄石市对口

援藏工作的重点内容，双方人社局签订就

业援藏框架协议，在政策、环境等方面确

定援助内容与方向，为落实好、开展好高

校毕业生就业援藏组团式区外就业提供

根本指南。强化政企合作，充分发挥企业

在高校毕业生就业援藏组团式区外就业

工作中的主体作用，以国有企业、大型民

企、重点企业等市场前景好、发展空间大

的企业为重点，黄石市人社局与黄石城投

等企业签订就业援藏框架协议，将岗位开

发、服务供给、后勤保障等纳入协议内容，

切实增强岗位供给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为 给 在 黄 石 就 业 的 我 区 高 校 毕 业

生 了 解 黄 石、认 识 黄 石、融 入 黄 石 提 供

支 撑 ，湖 北 省 黄 石 市 就 业 援 藏 示 范 基

地、西藏山南市大学生就业创业交流中

心 应 运 而 生 。“在 这 里 一 点 都 不 觉 得 孤

单 ，业 余 生 活 很 丰 富 ，因 为 基 地 时 常 会

开 展 一 些 活 动 ，比 如 就 业 欢 迎 会、交 心

谈心座谈会、就业联谊会等活动。”在湖

北 鄂 东 银 河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工 作 的 洛 桑

旦巴每逢周末空闲，总要约上几个好友

来基地聚聚。

为切实加大区外就业高校毕业生后

勤保障力度，有效解决高校毕业生区外就

业后顾之忧，山南市按照空间相对独立、

功能基本齐全的标准，协调黄金山人才公

寓住房 17 套，建成组团式区外市场就业

高校毕业生集中住宿基地。

“只有摸清底数，摸清对象，才能对

高 校 毕 业 生 区 外 就 业 做 到 真 正 的 有 的

放 矢 。”山 南 市 人 社 局 高 校 中 心 负 责 人

次仁群培表示，为确保区外就业工作的

精 准 度 ，山 南 市 突 出 对 象 精 准、服 务 精

准、人岗匹配精准。精准的对策让高校

毕 业 生 及 家 人 深 刻 认 识 到 区 外 就 业 的

环境优势，坚定高校毕业生区外就业的

决 心 和 信 心 ，同 时 ，不 断 提 高 人 岗 匹 配

精准度，最大限度满足了高校毕业生的

就业意愿，也使得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

生萌生了前往内地实现就业的想法，并

付诸实践。

“在黄石，遇到困难就找山南市驻湖

北省就业援藏办事处。”这句话，是在黄石

就业的西藏籍高校毕业生的共识。

为健全和完善高校毕业生组团式区

外就业服务体系，提高高校毕业生区外就

业稳定性，山南市人社局把强化管理、优

化服务作为实现好高校毕业生组团式区

外就业的核心，及时组建山南市驻湖北省

就业援藏办事处，并配备工作人员，全方

位、全时段为组团式区外就业高校毕业生

提供“管家式”服务，帮助解决工作生活中

的困难。

遇见未来 实现梦想

从奶茶店“打工妹”到承担家乡某生

态修复项目工作，西藏山南贡嘎县的白玛

曲珍在毕业后的一年里经历了戏剧般的

职场逆袭。

2020年从天津农学院毕业后，和身边

的朋友一样，白玛曲珍选择了考公务员，并

为之积极准备，最终，却因为竞争激烈和备

考不足名落孙山。因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

工作，她只能在拉萨一家奶茶店打工。

正当白玛曲珍为自己的未来犯愁时，

一则山南市 2021 年就业援藏湖北省企业

专场招聘会的公告吸引了她，仔细阅读公

告后，她得知湖北省援藏工作队将组织一

批山南籍大学生赴黄石就业，在和父母商

量后，她报了名。

2020 年 11 月，白玛曲珍和其他 35 名

高校毕业生一起赴黄石开启就业体验之

旅，之后顺利通过面试，于 2021 年 1 月入

职湖北某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同年 5 月，

经过入职培训、岗位历练的白玛曲珍被公

司选中，被派回山南市曲松县，负责曲松

县加娃村海拔约 4400 米的措姆草场生态

修复工作。

冬来夏往，被精心照料的草场经历

着“一岁一枯荣”的更替，白玛曲珍也在

四 季 更 迭 中 品 尝 到 了 收 获 的 喜 悦 。“我

很开心能学以致用，为家乡的生态修复

工 作 出 一 份 力 。”白 玛 曲 珍 希 望 自 己 所

从 事 的 项 目 能 够 进 一 步 扩 大 范 围 和 规

模 ，让 家 乡 越 来 越 美 ，成 为 处 处 水 草 丰

茂之地。

和白玛曲珍一样，益西曲珍、扎西曲

珍、尼玛单增等 118 名高校毕业生得益于

组团式市场化就业援藏工作的开展，在湖

北黄石实现了就业，他们的梦想也正一步

步变成现实。

2021 年 10 月，山南浪卡子县的扎西

曲珍顺利入职黄石市白马山小学。

刚到学校那天，学校领导亲自领着扎

西曲珍熟悉校园环境，向学校所有教职工

介绍这位来自西藏的同事。“那一刻，我内

心的忐忑和不安都消失了，感到了大家庭

的温暖。”如今，在黄石，扎西曲珍是孩子

们追梦圆梦的“筑梦人”，也成为了民族团

结的使者、汉藏交流的桥梁，她将中华民

族一家亲的种子深埋在孩子的心里。

“扎西曲珍老师是藏族人，她的家在

西藏山南。”“藏族传统服饰好美，舞蹈动

作也很美。”“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去西藏

转转，去老师的家乡看看。”……聊到这位

藏族老师，孩子们毫不掩饰内心的喜欢。

2021 年初，西藏就业援藏暨区外组

团式市场化就业工作现场推进会在湖北

黄石召开，全区 7 市（地）、17 个援藏省市

工作队负责人参加会议，会上，已经在黄

石就业已有一年之久的旦增云旦、尼玛旦

增等 27 名高校毕业生每人获得了约 9.7

万元补贴。补贴加工资，如今，旦增云旦、

尼玛旦增等高校毕业生一年有 15 万元的

收入。

“从山之南，走进湖之北，西藏的高校

毕业生一方面实现了人生理想，另一方

面，他们也成为了民族团结进步的使者和

西藏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为更多人打开一

扇了解西藏的新窗口。”西藏自治区人社

厅副厅长、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达娃次仁表示，目前

在黄石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工作安心、企业

满意、社会反响很好，相信未来随着政策

的进一步完善和实施，会有越来越多的高

校毕业生愿意走出高原、走向全国，选择

在区外就业。

面向未来，黄石援藏工作队将按照湖

北省援藏工作队统一安排，进一步完善管

理服务机制，扩大组团式市场化就业规

模，促进鄂藏两地交往交流交融。“今年，

我 们 将 努 力 实 现 500 人 的 区 外 就 业 目

标。”山南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中心负

责人次仁群培表示。

我 叫 尼 玛 央 吉 ，2020 年 毕 业 于 湖

南益阳职业技术学院。现在在湖北黄

石 工 作 ，是 大 冶 市 尹 家 湖 机 关 幼 儿 园

的一名幼儿教师。

大 学 刚 毕 业 ，我 和 很 多 高 校 毕 业

生一样，用心复习，努力备考，认为只

有考取公务员岗位或获得一个事业编

制，这些年的付出才算有回报，工作才

算 稳 定 ，未 来 方 可 期 待 。 但 结 果 跟 预

想 的 一 样 ，我 落 榜 了 。 得 知 消 息 的 那

一刻，我哭了很久很久，为自己，为父

母 。 在 那 之 后 的 很 长 一 段 日 子 里 ，我

都 不 敢 回 家 ，害 怕 看 到 父 母 心 疼 却 又

惆 怅 的 目 光 。 那 段 时 间 ，我 尝 试 过 很

多工作，在网吧当收银员、卖过奶粉，

当过服务员......我想让自己忙碌起来，

也想挣点小钱补贴家用，可我知道，这

样的生活不是长久之计。

当 我 还 在 为 自 己 的 未 来 发 愁 时

候 ，大 学 生 就 业 群 里 一 条 关 于 就 业 援

藏湖北省企业专场招聘会的公告吸引

了我，公告提到的通过“给岗位、建平

台、教技能、优服务”等措施以及给予

山 南 籍 高 校 毕 业 生 职 业 培 训 、求 职 补

贴等 10 项补贴让我心动，随即，我就跟

父 母 表 明 要 去 黄 石 就 业 的 想 法 。 起

初，父母极力反对，为了获得父母的支

持 ，我 带 着 父 母 去 山 南 市 人 事 局 了 解

相关情况。在山南市人社局的办公室

里 ，工 作 人 员 细 心 地 为 我 们 讲 解 了 相

关就业政策，还告知我父母，我不是只

身去黄石就业，同去的还有 30 多个山

南籍的高校毕业生。

刚 到 黄 石 的 时 候 是 个 冬 天 ，天 下

着 毛 毛 细 雨 ，我 不 禁 想 起 远 在 家 乡 的

父母，心情格外忧伤。可转念想到自己马上就可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心里又觉得高兴。来到黄石的第二天，在黄石的山南市人社局工作人员

给我们每人发放了他们精心准备的生活用品，从超大、超暖的被子到小

巧精致的护手霜，每一样东西，都让我们感受到了来自家的温暖，心里的

孤独感也瞬间消散了。随后，在黄石市人社局跟山南市人社工作人员的

带领下，我们到各自的工作岗位报到，我和米玛罗布、旦增赤列 3 人入职

大冶市尹家湖机关幼儿园。

上班的第一天，幼儿园园长带着我们几个了解幼儿园的生活和工作

环境，并将我们一一介绍给同事，还一遍又一遍地叮嘱他们要多多照顾

我们，看到同事们热情的笑容，我仿佛回到了家。

上班的每一天都很忙碌，我们跟着孩子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一

起 探 索 ，一 起 成 长 。 孩 子 们 喊 我“ 央 吉 老 师 ”，声 音 稚 嫩 、清 澈 ，他 们 和

我 分 享 大 冶 的 美 味 特 产 ，教 我 大 冶 当 地 方 言 ，我 也 常 常 拿 出 自 己 在 拉

萨拍的照片，给他们讲雄伟的布达拉宫，给他们看草原上的美景，告知

他们酥油茶的来历，还教孩子们藏语日常用语，带他们跳锅庄，日子过

得幸福而充实。

节假日，在山南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和党员同志们一

起祭奠英雄，了解黄石这座城市的历史，让我的灵魂受到了红色精神的

洗礼，同时，也为我今后的生活与工作注入了一份“红色动力”。

如今，看到孩子们天真的笑容，看到自己的梦想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我的心里充满感激，因此，我写了这样的一封信，想表达自己的感激之

情，感谢党和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感谢区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感谢山

南市人社局和黄石市人社局对我们西藏高校毕业生的无私帮助和细心

照顾，我也将不辜负期望，努力工作，成为一名优秀的新黄石人。

最后，我还想通过自己的就业经历，告诉更多的高校毕业生，人生，

其实有很多条路可以选择。

跨 越 千 里 追 梦 圆 梦
—我区推动高校毕业生组团式区外市场就业

本报记者 王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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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援藏工作队

组织昌都市电商从业人员赴闽学习交流

昌都市丁青县

组团式区外劳务输出助力群众增收
图为在尹家湖幼儿园就业的旦增赤列正在为幼儿上课。 本报记者 王莉 摄

图为西藏就业援藏暨区外组团式市场化就业工作现场推进会现场。

本报记者 王莉 摄

图为西藏山南籍员工在湖北省大冶市上冯村与村民畅谈西藏的发展变化。

本报记者 王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