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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 企 稳 岗 扩 就 业 ，以 政 策“ 组 合 拳 ”服 务 企 业 群 众

20202020年前年前1111个月上海新增就业岗位个月上海新增就业岗位5353..3131万个万个
稳就业就是保民生，也是扩

大内需、促进消费的重要条件。
人人都有收入、有信心、有未来，
经济、社会才能健康运转。一年
来，本市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
并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取得实
效。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
11 月底，本市已新增就业岗位
53.31 万个，提前完成全年 50 万
个的目标，全市正规就业人数达
1046.63万人，已基本恢复到疫情
前的增长水平，目前城镇登记失
业率为 3.75%、三季度调查失业
率为4.4%，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组合拳”为企业群众
“雪中送炭”

为应对疫情对企业生产经
营带来的冲击，努力减轻企业负
担，本市出台一系列稳就业、促
发展政策举措，提升公共就业服
务水平，积极纾解企业困难，全
力以赴援企、稳岗、扩就业。

早在疫情暴发初期，本市相
关部门就迅速行动，如实施失业
保险稳岗返还，并对春节期间
支持疫情防控工作的重点企业
以及住宿餐饮、文体娱乐、交通
运输、旅游四类受疫情影响较大
行业的企业给予补贴支持等。
截至去年 11 月中旬，通过失业
保险返还政策，已向用人单位返
还资金31.98亿元，惠及职工639
万人；已向四类受疫情影响较大
行业的企业发放补贴资金 2.78
亿元。

去年 2 月初，本市相关部门
采取了创业担保贷款业务线上
流转的审批方式，大大加快了
业务经办流程，及时缓解了本
市一大批防控疫情支持服务企
业与困难中小微企业的资金短
缺压力。

去年6月，本市出台《关于进
一步做好稳就业促发展工作的
实施意见》，推出一系列政策“组
合拳”，如通过加大减负稳岗力
度和金融支持，解决企业经营
和用工成本高的问题，又如通
过加大个体工商户扶持力度，
解决相关群体抗风险能力较弱
的问题等。

去年以来，本市继续坚持促
进创业带动就业，在加大力度落
实创业担保贷款贴息、社会保险
费补贴、创业场地房租补贴、培
训见习、创业孵化基地奖补等政
策举措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疫
情期间的鼓励创业政策措施。

截至去年11月底，全市已帮
扶引领成功创业 12493 人，超额
完成 10000 人的全年目标，并发
放 创 业 担 保 贷 款 共 计 7.06 亿
元。同时依托青年“启航计划”，
本市顺利完成“帮助8000名长期
失业青年实现就业”的市政府实
事项目。

综合施策提升重点群体
就业能力

应届毕业生是稳就业的重
点群体，本市去年采取多项针对

性举措，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
业。就业见习便是主要举措之
一。本市继续实施了见习政策

“前移”，大力推进毕业学年学生
参加见习。市就业促进中心主
任周国良介绍，青年可以在岗位
上学习职业技能、培养职业精
神、积累职业经验，同时学生和
用人单位都能够获得一定补贴。

除了在疫情防控转入常态
化后及时重启各类大型线下招
聘会外，本市还出台了一次性就
业补贴政策，用人单位聘用一名
本市应届高校毕业生可获 2000
元补贴。

据介绍，截至去年 8 月底毕
业生正式离校，本市2020届高校
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2.51%，在全
国处于较高水平。截至去年 11
月底，全市纳入实名制登记管理
的离校未就业毕业生1.75万人，

其中已实现就业1.4万人，帮扶率
处于较高水平。

提升就业人群的职业技能
同样是重中之重。疫情期间，上
海率先出台企业职工线上职业
技能培训补贴政策，支持企业开
展线上职业技能培训。截至 11
月底，全市职业技能培训总量与
往年相比不减反增，补贴性职业
技能培训173.16万人次，企业新
型学徒制1.71万人。
创新服务积极拥抱“新常态”

在服务企业方面，本市及时
优化政策举措，便捷企业政策申
请。政策“点单式申请”平台的
开发上线，让企业可以更便捷地

“一站式”办理各项政策，切实降
低 企 业 获 取 并 享 受 政 策 的 成
本。为助力企业尽快复工复产，
本市还积极促进劳动力供需对
接，开展农民工返岗复工“点对

点”服务保障机制，积极促进对
口地区贫困劳动力返沪就业。
此外，本市还完善失业登记和失
业保险申领，并提高失业保险金
标准并扩大范围，加大失业人员
帮扶力度。

稳企业、出政策、开招聘会，
都是为了解决岗位释放与供需
对接等“共性”问题，疫情后不少
人在职业发展上的困惑却是“个
性”问题，如何为毕业生、中年求
职者等不同群体“对症下药”？
本市一支150多人的职业指导师
队伍开始从幕后走向台前。

去年 3 月，在一家教育机构
工作的“90 后”女孩程洁因公司
停业被解除了劳动合同。一筹莫
展的她敲开了宝山区就促中心首
席职业指导师李弘的门。“要避免

‘路径依赖’，梳理出‘可迁移’能
力，找到自己的优势。”李弘一席
话让小程茅塞顿开，拓展了求职
视野，最终重新实现就业。

疫情发生后，直播带货等新
业态开始进入人们视野，“互联
网营销师”等一批新职业也被相
关部门正式承认。为加强对外
卖员、快递员等灵活就业的管理
和服务，去年7月，本市还出台文
件取消了灵活就业登记行业限
制，将来沪从业人员在本市进行
灵活就业登记的范围从原家政
服务、农业从业、医院护工等6个
行业扩大到所有来沪从业人员。

（摘编自《解放日报》）

化 纠 纷 促 和 谐 暖 服 务 稳 金 企

首届“沪上金融人才纠纷模拟仲裁庭”活动举行

近日，首届“沪上金融人才纠纷模拟仲裁庭”
活动在上海市劳动人事争议联合调解中心金融工
作站举行。模拟仲裁庭由来自浦东新区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院、上海市蓝白律师事务所、般若资产公
司的3名仲裁员共同组成合议庭，华东政法大学的
4名学生分别作为申请人的劳动者和被申请人的
单位方当事人。案件的审理围绕某金融企业依据

“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解除与劳动者的劳动关
系是否构成违法，以及该企业是否应当支付劳动
者业务提成两大争议焦点展开。庭审结束后，合
议庭经过评议，当场宣布了裁决结果和理由。上
海市蓝白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陆胤律师对模拟
仲裁庭进行了专业点评。

为进一步提升调解工作的专业化程度，上海

市劳动人事争议联合调解中心金融工作站成立了
金融事务专业委员会。“模拟仲裁庭”活动现场，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谈琳、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调解仲裁处处长李钢、市人才服务中心
主任丁峰为首批12名获聘的荣誉顾问单位人力资
源部代表颁发了特聘专家聘书。

上海市劳动人事争议联合调解中心金融工作
站设立以来，面向集聚上海的金融高端人才，选派
有金融专业背景的法律工作者，开展宣传普法、用
工指导和调解仲裁，有效地保护了双方隐私，加快
了争议调处，规范了行业发展，更好地服务了上海
强化四大功能的重大战略任务。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谈琳在会上指
出，调解仲裁这一公共法律服务，是基层社会治理
的重要方式。“公共”要求人民性，调解仲裁要以人
民为中心，坚持问题、需求、效果三导向，不断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高品质的法律服务需求；“法律”
呼唤专业性，要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着眼重点区
域、行业、群体，有针对性地设立更多的专业性调
解组织和仲裁巡回庭，使上海的营商环境更优、高
端人才更集聚；要在服务性上更见实效，专业的公
共法律服务必须主动，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开展
政策讲解，搭建沟通平台，让专业的公共法律服务
触手可及、便捷高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