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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 就业
是民生之本。新的一年，随着2024
届高校毕业生数量再创新高，就业
总量压力依然存在，但随着经济回
升向好，稳就业积极因素将不断显
现。求职者如何应对新挑战、把握
新机遇？

记者近日在多家知名企业、高
校、网络招聘机构调研采访，感知企
业招人用人新趋势，观察就业市场
新特点、各方稳就业新动向。

就业稳则大局稳。在经济发展
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的情况下，今
年部分群体、行业就业结构性矛盾
问题仍会比较突出。

2023 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在部署今年经济工作时明确
要求，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
稳就业的政策；更加突出就业优先
导向，确保重点群体就业稳定。

稳就业政策推出以及红利释
放，有望持续为就业稳定提供有力
保障。

促就业，教育也是重要一环。
记者注意到，尽管已进入寒假，但许
多高校仍在为拓岗位、促匹配忙碌。

在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副校
长王继东看来，提升就业率不仅要靠
校企合作引入更多优质岗位、高频次
开展校园招聘活动，更关键是提升学
生培养质量。只有更好匹配经济社
会发展的需要，才能实现高质量就
业，为国家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招聘机构数据显示，2023年企
业招聘岗位总量低于2019年，但是
随着技术迭代和产业升级加快，智能
制造、电子信息、人工智能、大数据

“数”“智”相关专业人才需求激增。
“AIGC、AI大模型、新能源、新

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等成为行业‘新
风口’。”猎聘副总裁把冉表示，与之
相关的深度学习、机器学习、自然语
言处理、电池工程等岗位的人才需
求旺盛，企业给出优厚待遇争抢。
2023 年 1 至 10 月，要求掌握 AIGC
的职位数同比增长179%。

记者在采访中感受到，无论是
新兴产业崛起，还是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都带来企业人才结构的深刻
调整。企业普遍降低了普工数量，
但高技能人才、技术研发人才以及
复合型创新型人才需求大幅增长，
而且相关人才缺口不断扩大。

“叶片生产线建成‘无人车间’

后，仍需要技术运维人员，得找既掌
握机械加工、数控等实操技能，又懂
电气技术、信息技术等基础知识的
人才，这也是制造业转型中最紧缺
的人才。”东方汽轮机叶片分厂副厂
长曾敬平说。

我国已建设近万家数字化车间
和智能工厂。新技术、新需要催生
一批新岗位、新职业，蕴藏高质量就
业新机遇。

“展望今年，服务业增长将继续
成为带动吸纳就业的主要力量之
一。与此同时，新产业、新业态、新
商业模式蓬勃发展，产生许多全新
的岗位需求，也有利于扩大就业空
间，提升就业质量。”国家统计局局
长康义表示。

就业有哪些新趋势新机遇
——2024年开年经济一线观察

在江苏省无锡市清名桥中学考点，一名考生在等候进场时复习。
新华社 发（资料图片）

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
到，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全国爱
卫办、民政部办公厅等 8 个部门日
前联合印发《关于全面开展健康家
庭建设的通知》，全面部署健康家庭
建设工作，以健康家庭构筑健康中
国牢固根基。

健康家庭是指家庭成员履行自
身健康第一责任，掌握必备的健康知
识和技能，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

活方式，传承优良家风家教，家庭环
境卫生健康，家庭成员身体、心理和
社会生活处于良好状态的家庭。

健康家庭建设的基本条件包
括：家庭主要成员在本村（社区）居
住满 1 年；家庭成员与当地村（社
区）卫生服务机构实行责任医师签
约制度，接受家庭签约医生的诊疗
和家庭健康指导员健康生活方式的
指导等；家庭成员健康状况良好。

通知从提升家庭健康素养、营
造健康家庭环境、培育优良家庭文
化、健全健康家庭工作机制等 4 个
方面部署了包括开展健康家庭知识
普及、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
方式、健全重点人群健康保障等11
项重点任务。

根据通知，到 2025 年，全国居
民健康素养水平不低于 25%；到
2030年，全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不
低于 30%。与此同时，每个村（社
区）配备1至2名家庭健康指导员，
到 2025 年末，覆盖 90%以上的村
（社区），基本实现全覆盖；到 2030
年末，覆盖100%的村（社区）。

据新华社北京电

我国全面开展健康家庭建设
以健康家庭构筑健康中国牢固根基

中国网1月21日讯 据中央气
象台消息，21日晨，气温0℃线位于
陕西南部、湖北东部、苏皖北部一
带。预计22日，南方的大范围雨雪
天气如约而至，由于江南地区气温
下降较慢，上述部分地区将有雨雪

相态转换。与此同时，寒潮天气不
断深入我国，中东部地区气温继续
走低，并伴有大风天气，中央气象台
目前已发布暴雪蓝色、寒潮黄色、大
风蓝色预警。

22日，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

福建西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等
地 的 部 分 地 区 有 大 雪（5～9 毫
米）。上述部分地区新增积雪深度
2～6厘米，局地可达8厘米以上。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地区的雨
雪天气已有雨雪相态转换，随着气
温的降低将逐渐由雨转为雨夹雪或
雪，22 日江南大部地区将出现明
显降雪，公众需关注降温及雨雪天
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注意出
行安全。

寒潮暴雪大风三预警齐发

南方地区雨雪天气如约而至

据 《解放日报》 1 月 21 日报
道 这个冬天，羽绒服热度居高不
下。记者去生产一线看了看，最初
只是想寻找“百元羽绒服与千元羽
绒服有什么差别”的答案，没想
到，生产线的回答不止于此。

在浙江迈豪登公司，负责人徐
宇嘉身上的羽绒服，是自家工厂生
产的电商合作款，促销时售价不到
700元。

那么，几百元的产品与几千元
的产品，差别在哪里？

“同样的原料、同样的流水
线、同样的工人，你觉得差别在哪
呢？”徐宇嘉反问。

在从业者看来，价差最直接的
答案是品牌溢价。

一方面，高价羽绒服的设计成
本和营销成本都不低，各种渠道的
宣发、代言人、活动等，成本远远
高于普通品牌。

另一方面，高价羽绒服可能对
应更高的人工成本。在生产端，虽
然每个工人的生产效率基本一致，
但订单数量、工艺复杂程度等会影
响人工成本和企业利润。部分奢侈
品品牌的羽绒服，一个工人得花两
天半的时间才能完成1件。

为何会有这样的区别呢？“举
个例子，同样是衣服上的一道压
条，平价羽绒服采用直线设计，而
大牌羽绒服使用曲线设计，工人得
花成倍的时间才能做完。不过，弯
曲的压条在提升服装功能上的作用
是有限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
能体现品牌的设计感和工艺性。”
有从业者透露。

在“国产品牌能不能卖高价”
这个话题中，观点很多。正面的意
见是“做品牌，才能有溢价；如果
品牌足够好，溢价高也很正常”。
反面的意见是“销量是检验产品的
硬标准，有价无市只能孤芳自赏”。

京东京造服饰产品经理彭燕以
“京东京造”的运营模式为例分
析：“这个模式中，京东京造并不
会一味压低工厂价格，也不是降低
产品配置，而是更精准地对接生产
能力与市场需求，通过不断优化供
应链效率来获得收益。”

面对羽绒服到底该卖700元还
是 7000 元的话题，徐宇嘉觉得答
案其实不复杂：“不同的价格对应
不同的消费群体。对工厂来说，最
好的选择自然是做那些消费者喜
欢、企业又有发展空间的产品。”

羽绒服价格差异背后

还有产业之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