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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关注4

200家小微企业
用工需求5000余人

为全面落实防控疫情、稳定就业、

助力企业恢复生产、帮助广大职工群

众平安有序返回工作岗位，自治区总

工会日前正式开启了“助企业复工复

产、促就业共谋发展”空中双选专项服

务行动暨小微企业专场网络招聘会。

此次线上招聘会为期一个月，至4月20

日结束。

据了解，自治区总工会已经协调

200家来自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

乌兰察布等地的企业信誉、劳动关系、

劳动保护比较好的小微企业，提供792

个岗位，用工需求 5000 余人，涉及化

工、通讯、文化艺术、家政服务、物业、

教育培训、餐饮、宾馆、广告业、建筑

业、美容、零售、旅游业、医疗服务、运

输业、咨询服务、防控疫情急需物资生

产企业和保障民生必需品生产及供应

配送等多个行业。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自治区总

工会还将组织200 家小微企业上线招

聘，届时招聘总人数将接近万人。此次

线上招聘活动可提供视频面试、心理

咨询、法律援助、线上培训、人才测评、

线上留言、农牧民工服务等全方位服

务。求职者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内蒙古

总 工 会 ”微 信 公 众 号 (ID：NMG-

ZGH)，关注公众号并在页面底部点击

“网上招聘”活动菜单，进入活动页面

后便可浏览招聘信息，在线投递简历，

在线视频面试，也可通过线上留言方

式联系相关用人单位。在农牧民工服

务专区，重点对使用农牧民工集中的

企业定向开展农牧民工招聘活动。

各行业开复工率
提升显著

记者从自治区新闻办举行的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第50次新闻发布

会上了解到，通过全区上下共同努力，

各行业开复工率提升显著。截至3月24

日，除季节性因素外，农牧业龙头企业

实际开复工率达到90.2%，恢复到正常

年份水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复工

率已超去年同期，除季节性因素外达

到95.8%。服务业方面，除校园便利店、

倒闭超市、受进出口限制无法开工的

百货商店和季节性批发市场外，超市

便利店、综合超市、百货店、批发市场、

社区菜店已全部复工；住宿业开复工

率 71%，较 3 月 15 日提高 38.6 个百分

点；餐饮业开复工率 76.5%，较 3 月 15

日提高51.8个百分点。外商外贸方面，

外商投资企业和100 家重点外贸企业

复工率达到100%。

下一步，我区将继续推动复工复

产政策落实，全力疏通堵点断点难点，

针对重点企业建立盟市领导包联制

度，推动实施“一企一策”，精准帮扶，

确保实现全部市场主体应复尽复。

复工复产正当时，你找到工作了吗？
文·摄影/北方新报正北方网首席记者 刘晓君 记者 郑慧英

部分餐馆招人

3月27日上午，记者先后前往振华广场、凯元广场的餐馆

了解用工情况。在新辣道鱼火锅店门口竖立着一个招聘牌，上

面写着全职和兼职两种，全职员工待遇为每月3100元~5000

元，月休4天。兼职员工以每小时13元结算。临近中午，店员们

正在对店内桌椅消毒、摆放餐具。“堂食开放了半个多月，前来

就餐的市民逐渐多起来，但是还不到往日的三成，每天就餐人

数大约30多桌。目前，店里只需要10余名员工。其他员工有的

因为疫情出行不便，在家乡就近找了工作。不过随着疫情好

转，来店内就餐的市民会不断增加，到时店内人手就不够用

了，所以我们现在提前招聘服务人员。”该餐厅经理张志学说，

春节是服务行业人员跳槽转行的一个节点，每年的3月份对餐

饮业来说，是招兵买马的月份。今年受疫情影响，餐饮行业基

本都存在部分员工无工可复的现状。

记者来到老上居春饼店，虽然快到中午就餐时间，但是店

里除了服务员以外，还没有消费者光顾。该总店店长杨二喜告诉

记者，首府地区有6家老上居春饼店，自3月中旬堂食开放以来，

就餐的人数虽然不多，但也在陆续增加。现在店里的老员工全部

回来了，由于就餐人数不多，所以采取倒班制上岗。“我相信用

不了多长时间，疫情就会结束，就会恢复到以前人来人往的景

象，所以无论是服务员还是后厨，我们也需要储备人才。”当日

记者在振华广场7楼和8楼的餐饮区看到，有十几家店都在门

口摆放了招聘员工的牌子，这样的招聘也是为将来做准备。

3月28日中午，记者来到凯元广场3楼的餐饮区看到，十

余家餐饮店都已开业，但是就餐人数不多。木愚火锅店老板

说：“眼看着中午都快过去了，还没有人来吃饭。堂食开放以

来，我们只叫回来两名员工上班，其他员工已经达成口头用工

协议，等恢复正常后会马上回来上班，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不需

要招工。”

当日，记者又走访了几家商场里的餐饮店，部分上规模的

餐馆都在招聘服务员、前厅经理、后厨等人员，而小餐馆暂时

还不需要招聘。

建筑企业用工稳定

3月26日9时30分，在呼伦贝尔南路与银河北街交会处

路东的亿利生态城项目部，一场疫情防控应急演练正在有序

进行。在工地的入口处摆放着几张桌子，3名身穿隔离服的工

作人员手持测温枪，对进入施工现场的人员进行测温。

在现场，中建二局一公司亿态生态城西区项目部书记

徐万松指着门口设立的隔离室对记者说道：“我们专门设立

了3间隔离室，一旦发现有身体异常的工人会立刻隔离，然

后与医疗机构联系。同时，我们采购了大量的口罩、消毒液

等防疫物资，确保每个上岗工人都做好防护，而且所有工人

的日常生活都采取闭环式管理。”

说到用工情况，徐万松说，目前项目部处于复工手续审批

阶段，离正式开工的日子也不远了。复工初期，初步计划安排近

200人到岗，公司人事部门已提前与劳务公司对接，确定了用工

人员，并对这些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进行监测。这部分人都是区

内的工人，接到通知后，他们会第一时间启程返回工作岗位。

“接到公司的电话后，我是真的高兴，终于快能上岗了。”

老家在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的赵永刚说，他已经休息了好几

个月，早就想复工了，只有复工才能挣上钱，家里老老小小还

指着他赚钱养家呢。

“按照以往，项目部至少需要工人约400人，但是受疫情

影响，工地是分阶段复工，所以用工数量是逐渐增加。”徐万

松说，对于建筑行业来说，工人流动性不太大，比较稳定，不

存在用工荒，只要用工企业按时发放工资，工人都不愿意跳

槽，如果招工也是个别岗位。

网络视频招聘挺火

3月27日中午，记者在海亮广场5楼的餐饮区看到，不少服务员纷纷向

过往的市民发放自家店里的宣传页，大声吆喝招揽食客，但是吃饭的人并

不多。记者转了一圈发现，有个别商家挂出招聘的牌子。只见一名中年男子

走进一家韩国料理店询问是否招洗碗工，店老板回复不招人，这名男子又

接着去下一家询问。韩国料理店的老板无奈地说，要像平时，商场里的餐饮

店无论大小都会招人，但是今年招人的店面少之又少。

虽然线下招聘有些冷清，但是线上招聘还是挺火热。为了满足疫情期

间企业用工需求，帮助求职者找到工作，内蒙古天宇人力资源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联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网络与信息安全学院博导栾浩教授团队

共同打造了线上云人才市场——猫头英云人才市场，以视频云平台为载

体，全真模拟线下举办招聘会。从2月22日至今，猫头英内蒙古云人才市场

在全区举办及待举办招聘会共61场，其中呼和浩特地区举办了22场，共服

务企业2130个，达成初步就业意向23271人次（包含区内区外人员）。

3月29日，猫头英内蒙古云人才市场负责人郭丽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2月22日，首场网络视频招聘会在呼和浩特市成功举办，企业和求职者

用手机微信搜“云人才市场”小程序进入，并在线发起咨询、视频面试申请，

就可以完成现场招聘，求职者和企业发起面试的次数相当，视频面试平均

时长为2分钟，非常方便。当日的招聘会上，共有196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

1125 个，吸引了 4530 人在线求职，其中本科学历求职者占多数，达到

46.56%，还有不少硕士、博士。求职者男女比例基本持平，多数求职者倾向

于生产、加工、制造业，房地产、建筑业以及服务业。同样，3月10日~20日，

鄂尔多斯市也举办了2020年春季高校毕业生网络视频招聘会，数据显示，

本次招聘会共吸引了179家企业参与招聘，提供就业岗位846个，岗位需求

人数6678人，3439人在线求职。其中，专科学历占33.44%，本科学历求职者

占多数，达到48.3%，总达成就业意向3800人次。

郭丽圆告诉记者，对于求职者来说，网络视频招聘不再受到时间、地点

限制，随时随地连线职场，解决了路上两小时面试10分钟的低效场景。求

职者可以参加多场次网络视频双选会，大大提升求职效率，降低出行成本。

而网络视频招聘最大的优势是可以运用大数据，实时精准统计分析招聘会

成果，监控招聘会举办过程，追溯招聘单位不实招聘信息发布，保障求职者

合法权益。同时，招聘数据可自动统计，让求职者找到合适的岗位，企业招

到满意的人才。通过大数据分析，今年的企业和求职者的供需变化不大，只

是招聘方式变了，由线下变成了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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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得到初步控制后，首府企业陆

续复工复产，对企业用工情况，记者连

日来走访发现，受疫情影响最大的餐饮

企业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出现用工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