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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方式，促进更高质量的就业，而不断涌现的新职业也为求职者打
造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企业、政府职能部门以及行业专家怎么看待新职业“入编”呢？新职业“入编”在湖南的整体情况
如何？“正名”后对新职业是否转变成助力长沙高质量发展的“新力量”？连日来，三湘都市报记者进
行了采访了解。 ■文/图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姚济榆

用“心”呵护，新职业行稳致远
湖南多举措促高质量就业，为学生适应新环境给出应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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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直播带岗目前在全国各地
屡屡刷屏，但对于我们而言，这样的
光景也不过才两年时间。”看着当天
直播带岗的流量和数据， 大湘人力
资源集团新媒体事业部负责人姜喜
爱感叹道。

2022年，深圳、广州、上海等地
人力资源服务企业通过直播的方式
开展线上招聘， 敏锐发现直播带岗
前景的大湘人力也紧随而上， 试水
直播带岗。

“最开始， 账号虽有流量但不精
准， 通过不断学习不断实操不断积
累经验，今年，我们组建了专业的直
播团队，搭建起6个直播间，每个工
作日都有四场直播带岗。”姜喜爱介
绍。

作为直播带岗赛道较早入局的
人力资源企业， 长沙简聘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在小红书、视频号、抖音号
都开设了账号。“粉丝主要是20岁至
35岁的年轻人， 比较符合企业的校
园招聘需求和岗位需求。”负责人万
晓明透露，试水直播至今，公司平均
每年直播引才15场以上， 直播观看
人次平均每场达3w+。

“今年举办的多场招聘会， 基本
上都安排了直播带岗。”湖南省人才
市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目前省
内招聘会直播带岗已经趋向常态
化。该负责人表示，未来会根据市场
需求，针对新职业开设专场招聘会。

新职业的“官宣”无疑是个利好消息，为了帮助学生更快
适应新的就业市场环境，湖南已经给出了“应景方案”。

在湖南，不只是企业推出带岗主播，政府职能部门也为
毕业生求职打开新窗口，通过“屏对屏”的形式推动高校毕业
生等群体就业。2024年毕业季， 湖南人社部门和高校首次联
袂直播带岗、直播荐才。长沙市人社局同样拥有专属直播带
岗主播，其主导的各类招聘会，均已实现直播“带岗”常态化。

直播带岗、直播荐才只是外在体现形式，在新职业培训、
技能等级认定、政策支持以及以赛促学以赛促就业上，湖南
也是下足了功夫。

“5月30日， 我们举行了2024年长沙数智人才专场招聘
会。为了提升新职业人才队伍质量，我们在产教融合上也下
足了功夫，政府、头部企业、学校一起合力，成就培训就业一
体化。”长沙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沙一方面通过企业
和院校共建产教融合共同体、 工学一体化实训基地等方式，
以产定教、以产促教，增强人才培养的适应性、前瞻性；另一
方面“教”支撑“产”，院校根据不同产业缺口和社会需要，因
地制宜探索新型人才培养方式。

“长沙着力建设智能制造、数字人才、信息技术、AI数据
应用等四大技能人才公共实训基地”该负责人介绍，通过实
训满足新业态青年群体的教育培训需求。目前，长沙市数字
技能人才公共实训基地已培训信息通信网络运行管理员、人
工智能训练师等数字技能人才9670人次，经考核合格后领证
人数7169人。

截至今年上半年，湖南省已对人工智能训练师、老年人
能力评估师等10个新职业，开展技能等级评价工作，累计评
价5450人次，取证4599人次。

9月24日至27日全省女职工数字技能提升培训班举行。
培训班安排学员前往长沙智谷、 全国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示
范区等开展现场教学活动， 并组织开展小组讨论和经验分
享，为女职工们搭建起增强数字素养、培育数字思维、提升
数字能力的交流互鉴平台。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网络主播、 云网
智能运维员等19个新职业，并将直播招聘师等28个新
工种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新职业、新工种‘入编’，
为从业人员‘正名’有助于提振从业者的职业发展信
心，稳定就业市场。”高级经济师、湖南省省级职业指
导专家团成员邱智军认为，“入编”为求职者提供了更
多就业选择，将吸引更多人才涌入，促进人才流动，提
升就业市场活跃度，缓解特定领域的人才短缺问题。

“新发布的19个新职业中，半数以上与新质生产
力相关，如紧跟前沿技术的‘数’‘智’职业，像生成式
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 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等。绿
色，是新职业的一大‘标签’。”邱智军认为，新职业与
新质生产力相关， 这些职业的兴起反映了经济转型
和产业升级的趋势。通过培养和吸引新型职业人才，
可以加速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发展。

尽管新职业和新工种的发布带来了诸多积极影
响，但也面临一些挑战。“一个职业的确立，需要获得
社会认可。虽然新职业的发布，为职业‘正了名’，但
社会认可度仍需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提高对新职业
的认知度和接受度。”邱智军认为，新职业和新工种
在入行门槛、岗位要求等方面存在差异较大的现象，
导致职业标准不统一、不清晰。需要相关部门尽快出
台明确的职业技能标准和人才培养体系， 以确保新
职业的健康发展。

针对考虑从事新职业的人， 邱智军也给出了自
己的建议，“充分了解新职业的工作内容、所需技能、
收入情况以及行业前景。”可以先思考自己是否对该
职业感兴趣， 并评估自己是否具备从事该职业所需
的能力和素质。根据个人兴趣、能力和市场需求，制
定明确的职业规划。同时，针对新职业所需的技能和
知识，进行有针对性的学习和提升，增强自己的竞争
力，避免盲目跟风或冲动决策。

企业：
云端之上，直播带岗打破时空局限

湘就业2024年高校毕业生直播带岗专场。

专家：亟需职业技能标准和人才培养体系

部门：产教融合，架起政、企、校“新”桥梁

2022年8月28日，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联合行业协会、企业举办新职业推介会。华为、腾讯、
阿里巴巴、抖音、广东电信等龙头企业，现场向其认
定的技能人才颁发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

推介会上，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介绍了新职
业的发布背景，启
动“新职业促进就
业”行动，为广大
技能青年解读“新
工匠”人才培养与
评价模式，呼吁青
年人积极投身大
湾区新职业领域
就业创业。

他山之石

新职业人才“领证”成功，广东探索“一试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