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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口、静安、宝山，人社系统战疫情在行动

“三个一批”，黄浦打好“稳就业、保就业、促就业”组合拳
为积极有效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造成
的冲击，黄浦区人社局在全力
支援疫情防控大局的同时，依
托“完善一批、制定一批、储备
一批”的动态谋划、接续落实政
策机制，鼓励企业吸纳和稳定
就业、就业困难人员主动就业，
全力打好“稳就业、保就业、促
就业”的组合拳。

聚焦“完善一批”，加强政
策的针对性

第一时间梳理政策清单，
针对性进行完善，同时拧紧责
任链条，确保落实到位。

梳理调整到位。针对近三
年来出台的“促进重点群体就
业、加强线上培训和鼓励创业
带动就业”共 22 项帮扶政策，
综合上级要求与当前需求进行
完善，加大帮扶力度。例如“受
疫情影响企业职工线上职业培
训补贴”政策，每人可享受补贴
由原先1次增加到3次。

宣传解读到位。在完善政
策的同时，逐条逐项明确具体
操作办法，并在第一时间向社
会公布，及时向政策适用对象
进行宣传推介，耐心细致进行
答疑解惑。

跟踪落实到位。做好线上
受理工作，确保“应补尽补”。
通过“就业服务专员”机制深入
企业进行精准对接，“线上”送
政策上门，“线上”做专门培训，
帮助企业用足用好政策，最大
限度享受政策红利。对照政策
清单，逐一评估成效，实时掌握
政策执行情况。

聚焦“制定一批”，加强政
策的有效性

综合研判疫情对区域发展
带来的影响，及时出台对路管

用、立竿见影的政策“干货”，稳
定企业与劳动者预期。

突出问题导向。紧扣企业
与劳动者反映的突出问题，出
台“吸纳黄浦区就业困难人员
一次性补贴”“创业孵化示范基
地一次性运作补贴”等新政：对
安置本区就业困难人员的用人
单位给予一次性补贴 1000 元/
人；对完成各项疫情监控和管
理工作的创业孵化示范基地给
予一次性运作补贴10万元；疫
情期间为承租在基地内的小微
企业减免或缓交租金，精准解
决以往的难点堵点。

突出效果导向。扭住失业
人员等重点群体，发挥企业吸
纳就业的主体作用，扩大政策
的覆盖面，出台“停止领取失业
保险金人员重新就业一次性补
贴”“支持企业扩大稳定就业一
次性补贴”等新政：对本区户籍
停止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实现
重新就业且稳岗满 3 个月的，
给予个人1000元补贴；对税收
征管地在黄浦的企业，较去年
底相比，每增加 1 人就业且稳
岗超过 3 个月的，给予一次性
补贴 500 元/人，确保政策“用
到刀刃上、打到关键处”。

聚焦“储备一批”，加强政
策的前瞻性

立足持续巩固拓展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分析
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做好动
态的政策储备和对策研究。

着眼应对疫情波动。进一
步完善就业重要指标日报、周
报、月报实时监测报告制度，加
强预研预判，如若指标出现异
常波动，迅速分析症结根源，及
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着眼助企纾难解困。深入
研究疫情对企业尤其是中小微
企业生产经营、吸纳和稳定就
业造成的影响，从“稳就业、保
就业、促就业”方面做好政策储
备，实打实地帮助企业稳定经
营、稳定岗位、渡过难关。

着眼补齐落实短板。结合
政策服务督导和效果评估，细
化梳理查摆政策执行落地中存
在的问题，针对实施成效不及
预期的政策，及时调整优化、健
全完善，有效破解政策“悬空”
问题。

在持续谋划落实政策的同
时，黄浦区人社局还进一步优
化服务保障措施。疫情期间，
依托公共招聘平台与线上服务
机制，持续为企业和劳动者提
供员工招聘、用工调剂、技能培
训、创业扶持等公共服务，协调
各方面力量共渡难关，为最终
战胜疫情贡献人社力量。

（来源：黄浦区人社局）

试用期要缴纳社会保险费吗？
试用期是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双方互相了解、确定对
方是否符合自己招聘条件或
求职条件进行进一步考察的
时间期限。

现实生活中，一些用人
单位单方和员工约定，试用
期内不缴纳社保，试用期后
如果转正再缴。其实，这是误
解劳动和社会保障法规所造
成的结果，社会保险是国家
为员工的生活、医疗保障而
实行的强制性保险。所谓强
制性，就是由法律法规直接
对双方的权利义务作出规
定，双方当事人不得自由协

商。劳动关系一旦建立，就必
须为员工办理社会保险。

根据相关规定，用人单
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
建立了劳动关系，且试用期
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单
位应按规定自用工之日起30
日内为职工办理社会保险登
记手续，依法缴纳社会保险。

对企业来说，不为试用
期的员工缴纳社保，看似眼
下是省了一笔社保费用，但这
种做法却是违法的。试用期不
依法为员工缴纳社保，不仅损
害了员工的社会保障权益，企
业也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服务“不断档”——青浦开展
“人人乐业”远程培训指导
在当前疫情防控的

特殊时期，为确保对劳动
者的培训指导服务不间
断，有序推进“人人乐业”
专项行动，青浦区人社局
对3月摸底调查有培训
需求的27位失业人员进
行了点对点的电话远程
培训指导，了解他们的
培训需求和就业意愿，
对其进行针对性的培训项目推
荐以及见习指导服务等。

针对年长的就业群体，工
作人员耐心沟通，帮助其重新
树立信心，推荐其参加技能培
训项目，与培训机构对接，以期
有一技傍身后能重新就业。对
失业的青年人员，根据其兴趣
专长或者学校学习的专业进行
延展提升，或者推荐青年人员
参加本区的就业见习，积累工
作经验、尽早就业。

2022 年以来，青浦区人社
局共开展失业人员培训指导
166人次；推进青年见习86人；
审核落实533家受疫情影响企
业给予以工代训补贴 29.8 万
元；完成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4720人。青浦将大力开展培训
指导服务，积极促进劳动者就
业，倾听他们的声音，提供个性
化的指导服务，扎实推进“人人
乐业”民生工程。

（来源：青浦区人社局）

当前，本土新冠肺炎疫情
多点散发，本市疫情防控坚持

“动态清零”总方针，形势依然
严峻复杂，疫情防控工作刻不
容缓。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高度重视、积极作为，
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先
锋模范作用，与时间赛跑、与
病毒赛跑，坚守岗位、服务群
众、守护平安，用实际行动淬炼

“硬核”担当。
本期，我们为您带来虹口、

静安、宝山三区人社局的疫情
防控动态。

虹口：
人社“疫”线牵，

“倒春寒”下有温度

当前，疫情防控是头等大
事。虹口区人社局迅速响应，
以最快速度组建志愿者队伍，
先后出动13支志愿分队，驰援
街道一线防疫工作。截至目
前，虹口区人社局共派出志愿
者 230 余人次，辗转多个点位

涉及 4 个街道 30 多个居委，全
力协助街道完成全员核酸检测
工作。

天气很糟，队伍很长，他们
很暖。一秒投入工作，各司其
职。手动登记、引导队伍、扫码
入场……他们在核酸检测现场
引导人员有序排队、查看登记
信息，保障核酸检测安全有序
进行，解答并处理居民们提出
的各种问题。他们在内场帮助
护士登记，帮助高龄老人、幼儿
以及腿脚不便的居民做好线上
核酸预约等工作。

一天下来，汗水打湿了他们
的衣服，疲惫不堪的他们，没有
丝毫懈怠，整装待发，第二天一
早又投入新的志愿服务工作中。

“我们坚信，只要坚定信
心，凝聚力量，一定能共克时
艰，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
战！”致敬所有奋斗在“疫”线的
人社人！

静安：
先锋人社！抗疫中的

坚守与向阳

近日，静安区人社局紧急

集结，招募志愿者支援街镇流
调工作。“英雄帖”一出，党员干
部们主动请缨。一小时内，10
名志愿者集结完毕，逆行出征，
奔赴“疫”线。

他们中，既有党支部书记、
支委委员、单位领导班子成员，
也有新加入人社大家庭的新鲜
血液；既有在浦东国际机场、铁
路上海站、街道三地奋战的抗
疫急先锋，也有第一次上战场
的后备“生力军”。

新兵老将齐上阵，值守的
4 天里，他们兵分三路支援北
站街道做好隔离酒店高筛人
员的服务工作；他们通宵达
旦，协助落实酒店大厅管理工
作、为隔离人员分发一日三
餐、转交快递，并随时准备应
对各类突发情况……他们用
温暖细致的服务诠释着上海
这座城市“精细化管理”的精

髓，也让在外隔离的人们无惧
料峭春寒，共同守候如常的上
海和春日的暖阳。

善良温暖，风雨扶助，永远
是最动人的人间底色。“召即
来，来能战，战必胜”，光明照亮
时代的间隙中，始终有勇做先
锋的人社人！

宝山：
同心战“疫”，共盼春来！

近日，为积极应对复杂严
峻的疫情防控形势，宝山区人
社局发出“志愿服务”动员令，
号召人社党员支援街镇疫情防
控工作。

广大党员干部闻令而动，
纷纷以“我是党员，我报名！”的
誓言快速集结，全局现已累计
招募志愿者 223 名，先后两批
次 26 人加入区级机关疫情防
控 志 愿 队 伍 ，已 有 3 人 奔 赴

“疫”线，分别在区疾控中心和
街镇参与流调统计、“扫楼”排
摸和居民纾困引导等封控驻点
工作。

据悉，宝山区人社局联系
属地街道文明办，组织发动局
属市、区两级文明单位在做好
本单位防控工作的基础上，强

化责任担当，主动到共建社区
居委报到。宝山区就促中心
党总支已与共建社区居委开
展联防行动，支援党员 12 人
次，协助社区组织居民有序开
展核酸检测。其他支部也已
按照“文明单位进社区”的行
动要求与社区对接落实了共建
联防信息。

面 对 来 势 汹 汹 的 疫 情 ，
人社人在行动！他们变成一
块块最坚实的砖，在本职岗
位，迅速反应，及时调整服务
措施，确保人社公共服务不
打烊；他们积极支持网格化
筛查，化身“大白”“小蓝”，当
好核酸检测的志愿者，以坚
守铸就起守护申城的铜墙铁
壁，让人社“微光”在“疫”路
闪亮。

（来源：虹口、静安、宝山区
人社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