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社扶贫 托起稳稳的幸福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重庆

人力社保系统把脱贫攻坚作为最

大的政治责任、最大的民生工程，

充分发挥系统优势和特点，积极

承担脱贫攻坚重任，全力以赴往

前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几

年来，已在就业扶贫增收入、技能

扶贫强素质、社保扶贫保生活、人

才人事扶贫促发展、对口扶贫增

实效等方面，交出了一份份满意

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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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新盛气田村扶贫技能培训学员认真学习养老
护理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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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各方力量精准帮扶
夯实稳定脱贫基础

据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除了做好对口帮扶
地区脱贫攻坚外，还积极协调各方力量，做好精准帮扶工
作，为稳定脱贫夯实基础。

在对口帮扶的开州区大进镇，市人力社保局先后落实
各项帮扶资金400余万元，帮助大进镇金炉村茶叶加工厂
进行基础设施改造，扩建饮水池，解决4个村组缺水问题，
兴建了6条村路便道；帮助大进镇建起2个扶贫车间，举办
村民职业技能培训，让贫困人员中有就业能力和就业意愿
的实现了就业；帮助大进镇设立市级专家服务基地，为贫
困农民提供种植技术指导，进行科研成果推广转化。

近几年来，各类人才汇聚于此，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向
这里聚集，消费扶贫也让大山里的农副产品走出去……

市人力社保局积极推动消费扶贫，组织职工购买了近
80万元大进镇扶贫产品，局职工食堂开设扶贫产品销售专
柜；与中国农业银行签订合作协议，共同打造农业银行
APP人社网上扶贫商城，目前已有20余类品种上线；还举
办了“党员扶贫公益行·特色农产品进机关”市人社局消费
扶贫专场等活动，助力贫困区县农副产品销售。

众人拾柴火焰高。市人力社保局还积极协调各方力
量帮扶脱贫。如积极开展鲁渝劳务扶贫协作，3年转移贫
困人口到山东就业超过2400人，山东帮扶我市解决贫困
人口就地就近就业近9000人。同时，为我市贫困劳动力
提升就业能力，开展鲁渝贫困人口职业技能培训超过
9000人次。

把技工学校组织起来，共同帮扶脱贫，也是人力社保
系统为贫困农民做的一件实事。市人力社保局选择了20
所优质技工院校，与全市33个有贫困家庭的区县人力社
保、扶贫部门对接，开展技能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活动，助
力贫困家庭通过就业脱贫。

值得一提的是，市人力社保局还与中国铁路成都局公
司开展“铁路就业脱贫行动”，在渝东南地区每年招录250
余名贫困家庭学生就读重庆公共运输职业学院，毕业后定
向为中国铁路成都局公司输入人才，签约就业；与顺丰、滴
滴、美团等公司积极开展“数字经济促脱贫行动”，通过数
字平台企业，吸纳了4000余名我市贫困人员就业，月平均
工资达到5000元以上。

汇聚各方力量，画好脱贫攻坚同心圆，助力夯实、稳定
脱贫基础。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增加就业是最有效
最直接的脱贫方式。重庆人力社保系统闻令
而动，尽锐出战，毅然担当起帮助贫困人员就
业创业重任。

就业扶贫，让众多贫困家庭走出了贫困，
实现了稳定脱贫。

2019年，彭水县走马乡金银村建卡贫困
户家的赵昌芳大学毕业后，一时没有找到工
作。正当她为就业着急时，县就业局及时帮
助她，通过公益性岗位，让她在乡政府从事扶
贫工作，实现了就业，每月有稳定收入，全家
从此实现了稳定脱贫。

一些有创业能力的贫困人员，也在人力
社保部门的扶持下，通过创业，带动了更多贫
困家庭脱贫。

“创业让我家脱贫致富，也带动了乡亲们
脱贫。”黔江区金溪镇脱贫户陈淑香说，她通
过区就业局提供的创业培训、担保贷款等帮
扶措施，办起了家庭农场，年总产值达65万
元。如今，除自己家脱贫摘帽并致富外，还常
年吸纳200余名当地村民、特别是贫困农民
在农场里就业，为更多的人打开通往脱贫致
富的大门。

就业是支撑脱贫和稳定脱贫的最主要途
径之一。重庆人力社保系统探索出扶贫车间
吸纳、有组织劳务输出、返乡创业带动、公益
性岗位安置等精准帮扶新路径，构建起就业
扶贫新格局。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我市人力社保系
统通过开发就业信息系统，从就业、创业、培
训3个方面，科学设置指标，依托驻村工作队、
帮扶干部、村（社区）扶贫信息员，全面摸清了
全市16周岁以上贫困人员的就业状况和就
业需求，做到了“情况清、数据明”。

同时，市里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扶持贫困
人员就业创业政策，帮助有就业能力和就业
意愿的贫困人员就业。例如在促进就业方
面，成功就业的贫困人员可领取一次性求职

创业补贴、跨区域就业交通补助；在鼓励创业
方面，正在创业的贫困人员可申请创业贷款，
并享受政府贴息；在技能培训方面，贫困人员
可免费参加培训并获得生活费补助。仅
2020年以来，全市已累计向贫困劳动力和吸
纳贫困劳动力就业企业发放系列就业奖补资
金超过3亿元，向有创业需求的贫困劳动力发
放创业担保贷款超过1.5亿元。

有了需求和政策，精准开展就业服务，成
为全市人力社保系统在脱贫攻坚中做得最为
扎实的一项工作。近几年来，全市已集中开
展了“春风行动”“就业援助月”“百企进村送
万岗”等招聘活动，年均为贫困人员提供就业
服务超过10万人次；累计创建就业扶贫示范
车间400余个，吸纳了大批贫困劳动力就业。

特别是面对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针对贫困劳动力“出不了家门、上不了车
门、进不了厂门”的困境，市人力社保局创新
实施“分组编队、行前提醒、准备物资、出发签
到、途中衔接、抵达对接”六步工作法，“点对
点”输送5万名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

“培训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户”。提升
贫困人员技能，也是就业扶贫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近年来，市人力社保局通过扩大扶贫
培训项目，完善补贴标准，实现培训项目、补
贴标准、参训人员、承训机构、培训渠道、技能
评价6个全覆盖，并探索出“订单式组织、菜单
式教学、工单式就业”的“三单式”培训新模
式，帮助贫困劳动力积极参与技能培训，实现
以技能促就业、助脱贫。截至目前，全市人力
社保系统已累计组织贫困人员参加就业技能
培训超过20万人次。

就业扶贫有效地促进了贫困人员就业。
据统计，今年到目前为止，全市73.3万有就业
意愿、劳动能力的贫困劳动力实现了就业“应
转尽转”，每月都有了数千元以上的稳定劳务
收入，为数十万个贫困家庭，奠定了稳定脱贫
的基础。

“两不愁三保障”，是在现行标准下脱贫的
最基本要求。市人力社保局发挥职能作用，多
方面为贫困家庭织起了一张“保障网”，为确保
全市贫困家庭和贫困人员如期脱贫摘帽、稳定
脱贫，起到了兜底作用。

刘秀珍老人是潼南区群力镇的贫困人员，
常年居住在贵州亲戚家。当家乡社保所的工
作人员专程到贵州为她完善了社保领待手续
时，她流下了感动的泪：“你们心里真的是装着
我们这些贫困人员哟！”

“应保尽保，不漏一人”,这是全市人力社
保人的使命职责，全市上下特别是基层工作人
员花费了大量心血，把这脱贫攻坚工作，做得
细而又细，实而又实。

在织密“保障网”中，全市人力社保系统工
作人员，深入到贫困户中开展逐个排查，全面
准确掌握了贫困人员社保参保缴费信息；同

时，做细做实做深参保动员工作。截至目前，
全市贫困人员城乡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31
万人，除去不属于参保范围的人员外，已实现
应保尽保。

目前，市人力社保局已全面落实相关优惠
政策，对经认定的未标注脱贫人员参加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按最低档次标准的70%代缴保
费；将超龄人员中的贫困人员纳入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直接享受待遇。截至目前，
33万超龄贫困人员养老待遇实现应享尽享。

与此同时，我市还实施失业保险倾斜政
策，针对城口、巫溪、酉阳、彭水4个贫困县，调
高失业保险金和企业稳岗补贴标准。今年以
来，这4个县共向贫困失业人员发放失业保险
金超过1600万余元，为贫困失业人员增加了
保障。

集聚人才到一线为脱贫
攻坚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人才，是脱贫攻坚的主力军和重要推动力。
通过创新人才集聚方式，市人力社保局把一大批高

层次人才、实用型人才集聚到脱贫攻坚第一线，把贫困户
子女培养成技能型人才，为全市脱贫攻坚，提供了有力的
人才和智力支撑。

重庆五一技师学院毕业的唐承锐，是一位来自贫困
家庭的学生。在人力社保部门的帮扶下，他凭借优异成
绩和高超技能，成为全国首批赴澳大利亚留学的技工院
校学生。2018年学成归国后，入职长安汽车集团，靠着
一技之长，使家庭有了稳定的收入，实现了脱贫摘帽。

唐承锐只是贫困人员培养成技能型人才中的一个。
扶贫先扶智，授鱼又授渔。把贫困家庭的子女培养

成技能型人才，让他们用自己的技能实现就业和创业，靠
自己的努力实现脱贫和稳定脱贫，是人才扶贫中重要一
环。

全市通过开展“技能脱贫千校行动”“贫困区县就业
创业扶贫培训全覆盖行动”等活动，帮助贫困子女进入技
工学校学习。据统计，重庆市内50余所技工院校，累计
招收贫困家庭学生已超过1.2万人。

把人才集聚到扶贫工作中，也是重庆人力社保系统
人才扶贫中的重要内容。全市通过招募“三支一扶”人员
等，把优秀青年人才，送到脱贫攻坚第一线上。

熊亮是2014年招募的“三支一扶”人员，被选派到黔
江区新华乡从事扶贫工作，2年服务期满后，他毅然选择
继续扎根基层。5年来，他与驻村工作组积极引入资金和
项目，让曾经贫穷落后的中安村和石钟村，如期实现脱贫
摘帽。

在重庆，有成千上万像熊亮这样扎根基层，奋战在脱
贫攻坚第一线的优秀青年人才。

把专家的力量集聚到扶贫工作中，是重庆人力社保
系统做得卓有成效的一项工作。市里组建了45个专家
服务团，组织了近400名专家等高层次人才，在乡村规划
建设、农旅融合发展、产业技术保障、产品精深加工、市场
营销等领域，为贫困地区提供有效服务。

为给贫困地区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市里还出台了边
远贫困地区事业单位人员招聘倾斜、工资高定和从事扶
贫工作专技人才职称倾斜政策，吸引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扎根贫困地区，为实现脱贫出一份力。

重庆市“就业扶贫行动日”暨贫困劳
动力稳岗就业专项帮扶行动启动仪式

渝北区放牛坪食品加工厂就业扶
贫车间生产场景

重庆市秀山县扶创编织袋就业扶贫车间 重庆南川区采取包机形式组织农民工返岗复工

70多万人就业支撑起
数十万贫困家庭稳定脱贫

织密“保障网”
为脱贫和稳定脱贫兜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