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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保持就业局势总体稳定多措并举保持就业局势总体稳定

三部门通知部署加强
贫困家庭高校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

8 月 11 日上午，全国扶贫职
业技能大赛在山西省大同市拉开
帷幕。本次大赛从 8 月 11 日至
13 日持续 3 天，由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办公室联合主办，山西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山西省扶
贫开发办公室、大同市人民政府
承办，大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协办。

大赛旨在发挥职业技能大

赛在推进技能扶贫工作中的引
领示范作用，推动贫困地区劳动
者学习技能、掌握技能，实现以
技能促就业、助脱贫。全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组成 30
支代表队，341 名选手参赛。参
赛选手全部来自建档立卡贫困
家庭，其中 38 名参赛选手来自
52个未摘帽贫困县，占全部参赛
选手的11%。

大赛期间，将同期举行“技

能中国行2020——走进山西”技
能展示交流活动，除国家展区
外，来自全国 17 个省的技能大
师，将展示编结、面塑、刺绣、紫
陶、唐卡、木雕等具有民族和地
方特色的技艺。

上海代表队经过前期集训选
拔，派出12名选手、6名裁判员，
参加电工、钳工、砌筑工、餐厅服
务员、西式面点师、电子商务师共
6个项目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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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部 部 长 张 纪 南 回 应 热 点
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冲击，上

半年就业顶压前行。随着我国
就业形势逐步企稳，稳定就业大
局将进一步采取哪些措施？重
点群体就业将如何保障？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纪南
近日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

就业形势逐步企稳，当前面
临哪些挑战？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今年
以来，国家把就业放在“六稳”

“六保”首位，更大力度实施就业
优先政策，为稳就业提供了坚实
支撑。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
长张纪南说，今年以来，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就业开局低
迷，经过各方努力，目前已逐
步企稳。

人社部数据显示，城镇新增
就业人数由2月份的39万人回升
到近期每月百万人，上半年累计
新增 564 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的63%。5月份招聘需求人数
同比增加2%，实现自2月份以来
的首次由负转正，6 月份延续回
升态势。

从调查失业率看，总体在6%
左右。2月份调查失业率为6.2%，
为近年最高值。二季度逐月回
落，6月份为5.7%，低于控制目标。

“就业形势能够逐步回稳，
好于预期，实属不易。”张纪南
表示，我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
疫情防控重大战略成果，复工
复产有序推进，经济发展呈现
稳定转好态势，为稳就业奠定
了坚实基础。各地区各部门各
方面齐心聚力，为稳就业提供
了坚实支撑。

“当前，稳就业的任务依然
艰巨，不确定性因素仍然较多。”
张纪南强调，今年受疫情影响，
高校毕业生市场需求下滑、招聘
延期、求职受限，青年失业水平
走高。随着七八月份高校毕业
生集中进入市场，重点群体就业
将面临新的压力。

此外，下半年经济发展与外
部环境还面临一定不确定性，农
民工就业容易受经济波动影响，
必须始终予以高度重视。

千方百计保就业、稳就业采
取了哪些举措？

减负、稳岗、扩就业……面
对疫情冲击，各地区各部门不断
强化政策供给，及时出台了一系
列政策措施。

张纪南说，这些政策具体可
以归纳为稳岗位、扩渠道、提技
能、促匹配、兜底线五个方面。

一是稳岗位，通过“减免缓
返补”等政策，为企业减负，稳住
现有就业岗位。上半年共减免
企业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保
费 5769 亿元，缓缴三项社保费
431亿元，失业保险稳岗返还636
亿元，发放各类就业补贴 405 亿
元。这些直达市场主体的“真金
白银”，对企业渡难关、稳岗位发
挥了实实在在的作用。随着相

关政策延长实施期限，预计全年
将为企业减负超过2万亿元。

二是扩渠道，通过财政、货币
等宏观经济政策聚力支持稳就
业；优先支持吸纳就业多的投资
项目、行业企业；加速释放创业创
新带动就业潜力，清理取消不合
理限制，促进灵活就业蓬勃发展。

三是提技能，通过提升劳动
者职业技能，帮助就业。深入实
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开展百日
免费线上技能培训，培训人次超
过1200万。扩大以工代训范围，
支持企业以训稳岗，开展农民
工、百万青年等重点群体专项培
训计划。

四是促匹配，通过针对性的
就业服务，努力促进劳动者就
业。累计帮助1万多家重点企业
解决招用工55.4万人；开展农民
工返岗“点对点”服务，运送 600
多万名农民工安全有序返岗；启
动民营企业招聘月；开展百日千
万网络招聘行动，发布岗位需求
2761万人次。

五是兜底线，全力兜住困难
群众就业底线。加强城镇就业
困难人员帮扶，用足用好各类公
益性岗位，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
清零。加大就业扶贫力度，6 月
底 全 国 外 出 务 工 贫 困 劳 动 力
2830万人，超过去年总数。

稳定就业大局，重点群体就
业如何保障？

重点群体稳，则就业大局稳。
张纪南说，扎实做好下岗失

业人员、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

点群体就业，是稳就业保就业的
重中之重。对于这些重点群体，
要分类帮扶、因人施策，通过有针
对性的举措，稳定就业基本盘。

对下岗失业人员的就业问
题，张纪南强调，重点要畅通求
助渠道，全面推广使用线上失业
登记经办平台，及时受理、及时
办结。对登记失业人员，免费提
供基本公共就业服务，积极落实
场租减免、税收优惠、创业担保
贷款等政策，帮助他们多渠道就
业创业。

目前高校毕业生正步入社
会，但部分毕业生工作还没有着
落。对此，张纪南说，将着力拓
宽就业渠道，鼓励扩大企业吸纳
规模、扩大基层就业规模、扩大
升学规模、扩大培训见习规模。
同时，推出就业创业专项行动，
提供不断线服务，多措并举促进
毕业生尽早就业。

为 进 一 步 稳 定 农 民 工 就
业，张纪南说，要强化就业服
务、职业培训和权益维护，促进
外出就业和就近就地就业。尤
其要做好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
就业工作，优先组织外出务工、
优先开展技能培训、优先提供
和保留工作岗位、优先落实补
贴政策、优先纳入就业困难人
员帮扶范围，尽力把贫困劳动
力稳在就业地。

张纪南说，下一步将按照中
央的决策部署，突出重点群体，
加大工作力度，狠抓政策落实，
努力实现就业局势总体稳定。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贫困家庭高
校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的通
知》，提出将贫困家庭高校毕业
生全面纳入就业帮扶，使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零就业家庭毕业生
全面就业到位，使有需求的其他
贫困家庭毕业生全面帮扶到位，
有就业意愿的都能实现就业或
组织到就业准备活动中。

通知强调，促进贫困家庭
高校毕业生尽早就业，是稳就
业保民生的重要内容。要将受
疫情影响而导致家庭经济困难
的高校毕业生及时纳入求职创
业补贴政策范围，摸清就业需
求，建立贫困家庭毕业生就业
帮扶机制。对贫困家庭毕业生
实施专项招聘服务，举办小型
供需对接活动，组织跨地区服
务协作和岗位共享。为每名贫
困家庭毕业生确定一名职业指
导师进行指导，各类就业创业
服务项目向贫困家庭毕业生倾

斜，按需求纳入培训计划、创业
培训和见习安排。

通知明确，将建档立卡贫
困家庭毕业生、52个未摘帽贫
困县毕业生作为就业援助重
点，实施结对帮扶、包干到人。
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实施

“普通高校专升本专项计划”。
国有企业招聘、科研助理岗位
吸纳、“三支一扶”“特岗教师”
等基层服务项目在同等条件下
优先录用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
业生，事业单位可拿出一定数
量岗位招聘。充分发挥东西部
扶贫协作、对口支援机制作用，
将贫困家庭毕业生纳入支援地
就业政策扶持范围。

通知要求，各地要把做好贫
困家庭高校毕业生就业帮扶工
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纳入就业
工作目标责任体系和高校重点
督促考核内容，层层压实工作责
任，确保各项帮扶政策及时兑
现，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贫困家
庭毕业生就业的良好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