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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茜、通讯员
马田奇、罗红梅报道：阜康市多措
并举提升职业教育教学质量、打
通升学通道、拓展就业机会，搭起
成才就业“直通车”。

现就读于阜康市职业中等专
业学校（以下简称“阜康职专”）机
电（2）班的刘佳，和班级35名同学
正在新疆协鑫硅业科技有限公司
顶岗实习。这几天，学校组织大
家齐聚“云端”畅谈顶岗实习收
获。刘佳说：“我的实习岗位是在
供应链管理部进行仓储管理工
作，每个月工资是5800元，还有午
餐补贴，非常感谢学校给我们搭
建这么好的实习就业平台。”

在阜康市，像刘佳一样，通过
职业教育蓄力未来发展的学生越
来越多。阜康职专是教育部首批
确认的全国重点中等职业学校，
是一所集职业中专和高级技工学
校于一体的综合类公立中等职业
学校，开设有机电、电力电气、煤
化工、现代旅游服务、现代农艺技
术、艺术等17个专业。近年来，该
校不断出台措施，优化师资队伍、
提升教学质量，职业教育吸引力
越来越强。

今年以来，阜康职专多措并
举打好毕业生高质量就业“组合
拳”。学校与西域旅游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等42家知名企业合作，
探索企业和职业院校双主体育人
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开
展工学交替、分段育人等校企协
同育人机制，为学生搭建优质实
习平台。与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
发区、甘泉堡工业园、阜东工业园
签订校企合作协议，搭建学生实
习就业“绿色通道”。

阜康职专还扎实做好学生岗
位实习的跟踪管理工作，以确保
学生实习工作顺利实现高质量就
业。据悉，今年该校已有632名中
职生到企业培训、见习和顶岗实
习。

此外，阜康职专与昌吉职业
技术学院、新疆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等5所学校建立联合办学机制，
大力开展提高教学质量、加大高
考政策宣传力度、考前集中辅导、
加强班级管理、提高服务水平等
提升工作。今年，阜康职专共有
2639 名毕业生，升学人数占毕业
生的 65.10%，极大缓解了就业压
力。

近期，前程无忧发布《2022 老龄
群体退休再就业调研报告》，《2022老
龄群体退休再就业调研报告》显示，
68%的老龄群体在退休后有强烈的就
业意愿。其中，46.7%老年人重返就业
市场为寻求个人和社会价值。19%求
职者希望发挥一技之长，继续追求职
业发展。

实际上，随着我国人口平均寿命
的延长和健康状况的不断改善，如今
有越来越多达到退休年龄的老年人仍
有精力和意愿继续参与社会活动。

“‘银龄族’再就业”话题受到社会公众
密切关注。

然而，“银龄族”想重返职场，仍面
临诸多阻力：相关法律保障制度不完
善、求职时容易遭受“年龄歧视”、能身
体力行的合适工种少……“银龄族”再
就业，如何少走弯路？记者就此进行
深入走访。

“银龄”心声——
虽然不服老 但也有无奈

根据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 2021
年开展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
调查”，在 1700 多位参与调查的老年
人中，有大概三分之一的老年人承担
着子孙两代人的家庭劳务。调查结果
表明，一方面，老年人能对年轻家庭进
行有效帮扶；另一方面，老人身心压力
陡增、晚年生活品质被家务拖累、抚育
意愿降低、科学抚育能力不足等多种
问题也不容忽视。

生活在山西太原、61岁的蔡先生
也想重返职场，但他坦言：“目前市面
上很难找到适合我们这些过去有一技
之长的老年人的工作岗位。”蔡先生作
为一名专业技术人员，退休后一直闲
在家中，“这几年我也想过找个保安、
保洁之类的工作试试，可总觉得磨不
开面子。去一些公司应聘，人家一看
我的年龄就拒绝了。我也能理解，毕
竟不是年轻人，万一哪天累出点毛病，
都是麻烦事”。

“前段时间我看新闻，说有一位快
80 岁的环卫工人，讨薪两年多未果。
当地劳动监察部门说，因为老人超过
法定退休年龄，所以他与公司的劳动
合同终止，不属于劳动监察处理范
围。我身边很多有再就业意向的老伙
计看完以后都忧心忡忡，万一类似的
事情发生了，我们可没有那么多精力
去处理。”蔡先生说。

事实上，根据现行劳动法律法规，
“银龄族”再就业，与用工单位不再形
成劳动关系，用工单位仅需支付报酬，
并不涉及社会保险等。这意味着“银
龄族”的劳动权益保障，其实一直处于

空白地带。选择保安、保洁、城市环卫
工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也是很多“银龄
族”的无奈之举。

社会现实——
企业同老年人缺乏有效沟通

今年8月24日，由中国老龄协会
老年人才信息中心主办的中国老年人
才网（以下简称“老年人才网”）上线，
包含“求职招聘”“择业指导”“双创平
台”等多个频道。网站上线才2天，就
吸引了 5000 多名求职者、100 多家企
业注册。

中国老龄协会老年人才信息中心
相关负责人介绍，老年人才网旨在为
老年人再就业拓宽渠道搭建平台，打
造老龄人力智库，推动老龄人力资源
开发，并为全国老年人才、涉老组织、
为老服务机构及用人单位提供专业、
权威、实用的信息服务。

通过老年人才网，记者联系到一
家位于北京的养老服务公司，该公司
在网站发布了护理员、护士等岗位的
招聘信息，多数没有设年龄上限。该
公司联系人介绍，相比年轻人，公司更
欢迎“银龄族”的加入，“以护理员这一
岗位来说，老年人能够更好地理解、关
爱老年人，而且很多老年人更加吃苦
耐劳，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务”。

一家招聘编辑的杂志社联系人也
表示，“银龄族”在退休前已经积累了
丰富的工作经验，逻辑思维能力比较
强，“以文字编辑为例，我们对招聘的
对象有较高学历要求，这意味着受聘
者不仅可以对文稿质量作出客观公正
的评价，而且可以独立进行加工修改
校对，并确保最终成稿质量符合编辑
规范要求”。

一家人力资源公司的负责人戴女
士告诉记者，这些年，有越来越多的

“银龄族”踏上求职路，并且希望能够
从事和之前工作相关的职业。尽管这
些老年人在能力上符合要求，但企业
仍然会担心老年人无法适应较高的工
作强度，不敢轻易提供工作机会。“而
且一些老年人做事比较随意，比如干
一段时间觉得不满意，或者家里有事，
有时不打招呼就走了。这就导致好多
企业现在只给老年人提供服务保障等
临时性岗位。”戴女士说。

对此，中国老龄协会老年人才信
息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造成上述现
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有求职意
向的老年人和提供岗位的企业之间缺
乏有效沟通。比如，很多招聘网站上
面向年龄50岁至60岁的招聘岗位相
对较少，而面向60岁以上的招聘岗位
几乎为零。

“一方面，我国家政服务类、餐饮
服务类、社区服务类等岗位缺口非常
大，但很多老年人却没有渠道掌握相
关招聘信息；另一方面，一些专业技术
行业，像医生、教师等可谓‘越老越值
钱’，这部分人退休后所掌握的专业知
识和技术能力其实仍被社会需要，如
果开发利用好这类老年人的‘智慧红
利’，帮助他们实现二次就业，在其专
业领域继续发挥作用，就能实现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这位负责人
说。

多方建议——
积极促进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与利

用
目前，志愿服务是老年人愿意参

加，也是政府提倡的老年人参与社会
发展的重要方式。参与志愿服务，一
方面能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另一方
面有助于老年人再社会化。

在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
院就业创业研究室副主任鲍春雷看
来，当前加强老年人才人力资源开发
很有必要。但老年人内部包括不同类
型的群体，对于高层次老年人才应积
极推动他们发挥作用，而对于一般性
老年人力资源，则应在尊重老年人意
愿的前提下，通过提供更多渠道来引
导他们再就业。“以高龄农民工特别是
建筑行业大龄农民工为例，他们退休
后如果仅靠养老金收入，则很难维持
生活，因此再就业创收的意愿很强。
对于这部分群体，我们应该加大技能
培训开发力度，帮助他们获得更好的
就业机会。”鲍春雷说。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
院人力资源管理系副主任许志星认
为，更好推进老年人创业也是开发老
年人才人力资源的有效探索，“我们研
究发现，老年人创业更关注非财务报
酬，比如生活质量是否提高、自我价值
是否提升等。但老年人创业往往遭遇
更多阻力，包括缺乏有效指导、资本的
不信任等”。

如何确保老年人创业行稳致远？
“在政策激励方面，可以专门成立老年
创业经济主管机构，针对老年人创业
项目和资金支持等方面提供更多帮
助；而在教育方面，建议把老年人创业
纳入老年教育培训体系中。另外，现
在创业都需要数字技术，目前数字技
术对老年人来说相对陌生。相信随着
政府、社会以及老年人三方努力协作，
老年人积累一辈子的知识和经验将成
为创业的宝贵财富，助其创造更多社
会价值。”许志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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