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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底，随着最
后一笔钱拨出，江津某建
筑集团拖欠的农民工工
资40余万元全部付清。

“我们能够这么快得到拖
欠的工资，全靠政府为我
们调解讨薪。”农民工陈
开云看了又看收到的到
账短信，脸上露出了久违
的笑容。

为维持和谐稳定的
劳动关系，我市坚持系统
治理——

保障劳动权益。出
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
益保障实施意见，从依法
规范用工、健全制度机
制、优化公共服务、强化
多方联动4个方面，规范
平台经济发展，保护新就
业形态从业人员劳动权
益。建立农民工劳动争
议绿色通道和柔性调解
机 制 ，仲 裁 结 案 率
100%。

根治欠薪顽疾。加
大源头治理力度，全市
3966个在建项目“一金
三制”基本实现全覆盖。
依法查处欠薪案件，依法
受理农民工工资拖欠案件。开展冬
季专项治理行动，建立“一项目一方
案，一项目一专班、一项目一时限”
工作机制，全力化解欠薪隐患。

2022年，我市将坚持实施就业
优先政策，推动更加充分更高质量
就业，确保全市就业大局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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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稳就业 夯实“压舱石”

重庆五张“就业答卷”回答“稳从何来”

就 业 连 着 民

心，民心凝聚民力。

2021 年，重庆

市坚决贯彻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和市委、市政府

工作要求，将“稳就

业、保居民就业”作

为首要政治任务，

致力于当好百姓就

业的“导航员”，发

挥牵头职责，用活

政策资源、用足稳

岗办法、用好创新

举措，全市就业局

势保持总体稳定。

以就业之稳，促进

了经济之稳、社会

之稳、人心之稳。

一项项政策满

怀期待，一项项措

施饱含情怀，阳光

洒满重庆人民就

业路。

我市强化组织领导。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视就业工作，将就业指
标纳入区县党委政府经济社会发展
实绩考核。市就业工作领导小组统

筹发挥发改、财政、经信、统计、市场
监管等部门作用，构建起了全市就
业“一盘棋”工作格局。

强化规划引领。出台“十四五”

就业、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3个专
项规划，对就业工作进行系统谋划，
推动就业与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
型升级紧密结合。

强化资金保障。就业补助资
金近 3 年年均增长 19%，保持只
增不减，有力保障了各项就业政
策出台和兑现。全市城镇新增就

业 75.1 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60 万 人 的 125.2% ，同 比 增 长
14.5%；调查失业率低于控制目
标。

企业是就业最大的容纳器。帮
助更多的企业稳住岗位，才能让更
多百姓端稳“饭碗”。

我市坚持保企业就是保就
业、稳岗位就是稳就业，从政策支
撑、专班保障、资金扶持等方面发
力，落实稳就业和企业减负各项
政策措施，全力帮助企业纾困发
展。

一是落实减负稳岗政策。落实
“纾困17条”等政策措施，全年失业
保险降费25.7亿元，落实就业补助
资金 13.3 亿元，稳定就业岗位近
500万个。实施“渝创渝新”创业促
进计划，放开创业担保贷款户籍限
制，发放创业担保贷款54亿元，建
成市级创业孵化基地（园区）175
家，新孵化企业超过2000家。全市

公共人力资源市场求人倍率2.4，需
求大于供给。

二是实施专项用工保障。建立
24小时重点企业用工调度保障机
制，在保基础、保运转的516家重点
企业设立人社服务专员，“一企一
策”为企业解决用工14.6万人。积
极支持重点产业发展，全年为智能
终端产业企业招工 49.4 万人，较
2019年增加6.4万人。

三是按需开展技能培训。开展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质量年”活动，
开发52个新职业培训考核标准，培
训65万人次，全市技能劳动者占就
业人口比例达27.6%，高技能人才
占技能劳动者比例达30.4%，缓解
了企业技能人才短缺。

最近，渝北区空港工业园区正

大量招工。1月19日一大早，在渝
北区空港翊宝人才招募服务中心，
前来应聘的人排起了长队。该公司
主要招募一线技术工人，刚入职的
新员工算上加班补贴每月能拿到约
4000元。

“往年都外出打工，现在我们重
庆发展越来越好，岗位也很多，今年
我计划在重庆找份工作。”在招聘网
站看到消息后，老家在万州的市民
万元早早来到招聘现场，寻找合适
自己的岗位。

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分
析，出现节前“招工热”，是由于我
市智能终端产业保持增长态势，
企业订单充足，企业需要提前储
备节后人力。为保障重点电子企
业用工，市人力社保局多方搭台，

推动企业与市内外中高职技工院
校开展校企合作，鼓励企业与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送工合作。

截至1月16日，8家重点电子企业
累计招工1.7万人，日均招工量上
千人。

突出抓好重点人群的就业，是
我市“兜牢”民生底线的重点工程。

高校毕业生作为人才资源的
生力军和“新鲜血液”，如何实现与
所学专业相匹配的就业，成了摆在
他们面前的一道难题；而困难群体
的就业，大多受制于年龄偏大、文
化程度较低、技能较为单一等因
素，就业则更为困难。

因此，重庆把“稳就业”作为
“六稳”工作的头等大事，把解决高
校毕业生和困难人员（“一生一

困”）的就业问题纳入全市“我为群
众办实事”的重要事项。

2021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好于
预期。全市实施“8个扩大”措施，
建立“五方联动”机制，开展实名定
制服务，重庆户籍应届高校毕业生
年底就业率连续5年保持在90%
以上。

“谢谢人社部门的帮扶，让我
在迷茫期找准了方向，顺利就业。”
前不久，应届毕业生夏腾在人社部
门的帮助下，进入了大足区雍溪镇

基层管理服务岗。对初入社会的
夏腾来说，这样的关怀为他今后的
职业道路开了个好头，自己也干得
越来越起劲。

困难群体就业保障有力。我
市开展“春风行动”等专项活动，深
化鲁渝劳务协作，开发公益性岗位
兜底，全年帮扶城镇困难人员就业
12.5万人；全市脱贫人口就业达到
77.8 万人，超去年规模 1.6 万人。
联合农业农村、退役军人、残联等
部门组建工作专班，有就业能力和
意愿的退捕渔民、退役军人、残疾
人全部实现“应就尽就”。

“我没有一技之长，但希望能
找一份与渔业相关的工作。”在沙
坪坝区人力社保局的一次电话回
访时，辖区退捕渔民陈在友提出了
自己的就业意愿。当了解到区农
委正准备将执法船看管业务外包
给劳务公司时，区人力社保局立即
进行沟通协调，把陈在友返聘回来
从事这项工作。经过转岗培训，老
陈顺利入职，每月收入有4000元
左右。从“打渔人”到“护渔人”，不
变的是工作地点，变化的是工作方
式。他说：“用实际行动守护家乡
碧水，这样的日子更有意义。”

农民工就业总体稳定。我市
实施稳岗留工和返岗复工专项行
动，建立“六步工作法”，开展劳务
协作和劳务品牌建设，全市816.2
万名农民工实现就业。

在位于重庆市人力
资源产业园的直播间里，
每周五下午都会上演一
场“直播招聘”，只见七八
家企事业单位的招聘人
员化身主播“直播带岗”，
以短视频展示工作环境，
在线解答求职人员的疑
问，还有老员工“现身说
法”畅谈工作感受……依
托重庆人社部门推出的
智能就业平台，求职者和
用人单位还可在线上完
成简历投递、远程面试、
电子合同签订等求职招
聘全流程。

去年毕业于重庆工
商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潘
思静就尝了个鲜，参加

“直播招聘”成功入职一
家企业的审计员岗位。

“以这种方式找工作，我
足不出户就了解了公司
的办公环境，在家就可参
加视频面试，从求职到入
职的时间也很短。”潘思
静说。

为提升就业服务效
能，我市一方面实行“市
内+市外”联动发展。助力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建立“川渝通办”
服务平台，办理创业担保贷款、社会
保险关系无障碍转移接续等超9.2
万件。推动“一区”带“两群”发展，

“一区”为“两群”提供就业岗位5.6
万个。在广东、四川等主要外出务
工省市设立25个驻外劳务办事机构
和15个省市设立101个送工保障基
地，为外出农民工和来渝劳动者提
供就近就地服务。

一方面“公共+市场”协同发
力。发挥全市2800余家经营性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覆盖城乡的公共
就业服务平台和1.4万名劳务经纪
人作用，建成全市人力资源数据库，
充分运用大数据、智能化技术手段，
探索建立就业、创业、培训、人力资
本四大联盟，推动人力资源与岗位
信息有效对接。

同时“线上+线下”统筹推进。
建成“智能就业”平台，30项就业公
共服务实现“全渝通办”“一网通
办”；搭建直播招聘平台，举办线上
线下招聘会3万余场次，发布就业岗
位超过510万个，累计帮助就业近
30万人。

坚持就业优先 主要指标稳中向好

坚持减负稳岗 用工需求持续走强

坚持精准施策 重点群体保障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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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艺培训

就业帮扶车间

农业果树专家为村民传授技术，帮助村民创业
退捕渔民招聘咨询现场

举办招聘会促进更多的人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