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一轮加强版促就业政策落地在即

家庭人多地少、 缺少劳动技
能、难寻就业岗位，曾是南疆一些
贫困农民面临的生存困境。 新疆
通过实施长期、 有序的就业扶贫
行动， 近两年已帮助十余万农村
富余劳动力实现就业， 转型成为
有技能、有工作、有稳定收入的产
业工人。

2018 年， 新疆开始实施南疆
四地州深度贫困地区就业扶贫三

年规划，规划提出，针对贫困程度
深、脱贫难度大的 22 个深度贫困
县（市），计划利用三年时间转移
就业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力 10
万人。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的数据显

示，截至今年 9 月底，新疆共计转
移就业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达

12.66 万人，提前一年超额完成就
业扶贫规划目标任务。

能够成为一名产业工人 ，在
27 岁的麦麦提阿不拉·图尔荪看
来，不光改变自己，也改写了全家
人的命运。

来自伽师县九乡二村的麦麦

提阿不拉·图尔荪 ， 父母年迈体
弱，家里还有奶奶、妹妹、弟弟和
一个3 岁的女儿。 过去，家里收入
主要靠种地， 他在农闲时当泥瓦
工。 2018 年 3 月进入克拉玛依钻
井公司后，麦麦提阿不拉·图尔荪
成为一名石油钻井工人。 目前，麦
麦提阿不拉·图尔荪月均收入达
5000 元，业绩好时还有奖金，每月
给家里汇 4000 元。 今年初，他帮
家人添置了 1 头牛、1 辆电动车，
还了 2 万多元贷款。

位于新疆南部的喀什地区 、
和田地区、 阿克苏地区和克孜勒
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被称为南疆四

地州，属于全国“三区三州”深度
贫困地区。 针对当地贫困家庭劳
动力就业难题， 各级政府通过城
镇、企业、产业园转移就业一批，
疆内跨地区转移就业一批， 内地
援疆省市转移就业一批， 乡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转移一批等多种方

式拓宽转移就业渠道， 对凡有就
业愿望、 具有一定技能水平的劳
动者，实现应转尽转、能转则转。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12月11日电

新疆就业扶贫显成效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11 日电

大力鼓励灵活就业配套举措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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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特推出传统
双人墓59800元

12 月 11 日，《经济参考报》刊
发题为《长短相济“稳就业” 加强
版政策待落地》的报道。 文章称，
行至年终，作为“六稳”之首的稳
就业再发力， 加强版促就业政策
落地在即。 记者获悉，有关部门正
在酝酿稳就业政策储备， 地方也
在展开密集调研。 新一轮稳就业
强调“长短相济”，除大力支持企
业稳定岗位、 突出抓好重点群体
就业、完善返乡创业政策措施外，
更多支持新增就业岗位措施有望

陆续出台， 鼓励灵活就业配套举
措或加快落地。

“稳就业”交亮丽成绩单

作为民生之本的就业近日交

出了一份亮丽的成绩单。 今年前
10 个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1193
万人， 提前两个月实现全年城镇
新增就业 1100 万人以上目标。 专
家指出， 这既有赖于宏观经济稳

中有进， 也得益于就业优先政策
的全面发力。 不过，当前就业形势
的严峻性和复杂性仍不容忽视 ，
实现更加充分和更高质量就业仍

有空间。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实施减

税降费、放管服改革、改善营商环
境等措施，为企业减负，促进扩大
就业规模。 各级政府大力支持创
新创业，着力解决企业融资困难，
中小微企业与个体工商户注册增

速明显。 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
不断涌现， 带动新就业形态快速
发展。 公共就业服务以及去产能
职业安置等直接稳就业措施实施

有力。 ”在谈及稳就业成效时，首
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新就业形态

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成刚说。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所

副研究员关博对记者表示， 我国
把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

面， 既考虑充分就业是宏观经济
平稳运行的核心考量指标， 也强
调实现劳动者更加充分、 更高质
量就业。 虽然已经提前完成今年
城镇新增就业指标， 但在顶住经

济下行压力过程中，依然要把“稳
就业”作为主战场，防范各类经济
内生风险因素和外生挑战向就业

领域传导，带来衍生性压力。

“加强版”政策渐行渐近

“加强版”稳就业政策落地渐
行渐近。11 月 14 日召开的部分省
份经济形势和保障基本民生座谈

会指出，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
情况下，尤其要坚持就业优先，做
好大学毕业生、 农民工等重点群
体就业服务， 对返乡农民工就业
创业加强指导、帮助拓展渠道。

12 月 4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
会议强调， 要进一步完善促进就
业的举措。 按照会议要求，下一步
各地要着眼稳就业大局， 出台更
多支持新增就业岗位的措施 ，抓
紧清理取消不合理限制灵活就业

的规定。
多部门也频频强调 “就业优

先”。 人社部表示，要深入实施就
业优先政策， 做好稳就业政策储
备。 将进一步落实好降低社保费

率、最低工资调整、失业保险援企
稳岗等政策， 切实减轻中小企业
负担， 为中小企业发展释放更大
空间。 还将实施促进中小企业发
展新政策、就业创业新政策。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

近日撰文指出， 要促进就业 、产
业、投资、消费、区域等政策协同
发力。 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实施更
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突出重点群
体，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着力解决
结构性失业问题。 教育部等 14 个
部门联合印发 《职业院校全面开
展职业培训 促进就业创业行动

计划》。
地方也在密集展开就业摸底

调研。 12 月 3 日，北京市就“稳就
业”落实情况展开专题调研，要求
实施就业优先政策， 以就业工作
的新突破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 。
此外，江西省就业专题调研提出，
把稳就业放在突出位置， 稳住经
济发展态势，落实就业优先政策，
鼓励创新创业、拓展就业岗位，促
进比较充分就业和高质量就业 ，
助推全省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长短相济”成突出特点

在专家看来 ，“长短相济 ”将
成为新一轮稳就业政策的突出特

点。 张成刚表示，今年底明年初，
稳就业将重点关注加工贸易劳动

密集型企业就业规模变动， 特别
是农民工群体返乡就业问题。

“要更好地发挥失业保险预
防失业和就业促进的作用， 投入
真金白银为企业生产经营减负和

劳动者职业技能提质。 此外，要进
一步做好政策创新。 ”关博说。

大力鼓励灵活就业配套举措

值得期待。 张成刚建议，公共就业
服务要将新就业形态纳入服务范

围，支持新就业形态发展。 进一步
清理取消不合理限制灵活就业的

规定。 职业技能培训也要覆盖到
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从业者。

关博进一步指出，要壮大各类
就业新动能，特别是积极鼓励新就
业形态更高质量发展，破除各类制
约劳动者灵活就业的政策障碍，切
实提高各类新就业形态质量。

为避免年关 “讨薪难 ”的集
中发生，甘肃省今年通过欠薪隐
患早发现、早处置，已为 3974 名
农民工追回工资 4017.82 万元。

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介绍，2019 年 1 月至 10 月，
全省各级人社部门共检查用人

单位 13179 户，共受理农民工欠
薪案件数 753 件 ， 已办结 751
件，结案率 99.7%。

今年以来，甘肃省相关部门
采取实地调研、随机核查及不定
期分析研判等方式，重点对各市
州排查欠薪隐患苗头情况、检查

政府投资项目工资支付情况、查
处历史欠薪存量案件情况等督

导检查，及时发现和督促问题整
改。 在根治欠薪夏季专项行动
中，甘肃省人社厅联合多个部门
及时补发 597 名农民工工资及
赔偿金 511.78 万元，向公安机关
移送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

罪案件。
11 月份以来，甘肃省以招用

农民工较多的工程建设领域和

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等行业为

重点，突出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和
国企项目，以及存在拖欠农民工

工资隐患的其他企业，对查实的
欠薪违法行为进行清零。 、

此外，甘肃各地至少每季度
向社会公布一次重大劳动保障

违法行为。 今年将 14 家企业及
个人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
单”， 共享至全国信用信息共享
平台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依法依规联合惩戒。
据统计， 今年1 月至 10 月，

全省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涉及
人数、拖欠农民工工资总额同比
分别下降 79.2%、94.7%、96.2%。

■据新华社兰州12月11日电

甘肃今年已为农民工讨薪逾4000万元

山东省威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新都中学在威海红十会

的指导下，成立怡心红十字社团，通过开展心肺复苏培训等
活动，使学生们掌握基本应急救护知识。图为昨天老师在为
社团同学示范心肺复苏技能。 ■新华社传真照片

鼠年春节将至，一项调查显
示台湾求职者节前计划跳槽比

例创 12 年来新高。
台湾人力资源中介机构

yes123 求职网日前公布的调查
结果显示， 有高达 86.2%的受访
上班族，会考虑在农历年前换工
作，创 12 年来的新高。 59%的受
访者透露， 已开始投递履历，正
式寻找新工作：其中 33.2%属于
“已开始寻找， 但尚未有面试机
会”；25.8%属于“已经开始寻找，

且已有面试机会”。
对于年前想转职的原因，依

序为“薪水太少，很难过活”“没有
升迁、 调部门的机会”“不喜欢现
在的工作内容”，以及“太久没有
加薪”“觉得现在的公司没前景”。

至于上班族最热门的年前转

职行业， 位居排行榜前五名分别
为：餐饮住宿与休闲旅游业、科技
信息业、批发零售与贸易业，以及
传统制造业、 金融保险与会计统
计业。 同时，有高达 66.6%的人表

示“不满意”员工福利。
在企业方面， 有高达 87.7%

的企业表示， 在鼠年农历年前
“有征才计划”，略高于去年同期
的 87.2%。 其中 57.5%属于“单纯
填补员工离职后的空缺”， 其余
30.2%才是要“扩编”。

业内人士认为，因应全球经
济景气变化， 预估 2020 年台湾
企业调薪比例和幅度将与 2019
年相当。

■据新华社台北12月11日电

台湾农历年前想跳槽者比例创新高

贫困农民转型成为产业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