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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就业身兼“六稳”与“六保”之首。新冠肺炎疫
情冲击下，如何保障百姓的“饭碗”？如何让人们安其
职、乐其业？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优先稳就
业保民生，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
业率6%左右。代表委员对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稳就
业”“保民生”高度关注。

让农民工和贫困人口
就业得到更多助力

“疫情中我们企业没有一个人失业，还在研发新
产品，还在生产，大家都有活干。”全国人大代表杨昌
芹接受采访时说。这位“90后”“赤水竹编”非遗传承
人是贵州省赤水市大同镇民族村农民，她开办的赤水
市牵手竹艺发展有限公司里，大部分员工都是当地农
村的贫困户和留守妇女。

杨昌芹介绍，企业有稳岗补贴资金纾困，有政府
帮助对接市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对重
点行业、重点群体就业支持。我看到后，有信心打造

产业链，让更多人端起非遗手艺的‘饭碗’。”她兴
奋地说。

引导农民工安全有序转移就业，加强困难
人员兜底保障，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国家已经出台的一项项硬举措，强化了稳就
业。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贫困劳动

力外出务工已达去年外出务工

总数的95.4%。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黑龙江省委主委赵雨森强

调，这次疫情波及面广，对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等部
分群体的冲击更为严重。特别是一些贫困劳动力、贫
困边缘户，因为不能就业，可能面临返贫风险。在企
业复工复产过程中，要把农民工和贫困人口的就业作
为重点来抓。

让800多万高校毕业生学成有出路

每天早上8点半，“90后”大学生孙延婷都会准时
打开位于南京市溧水区凤麟府小区的菜鸟驿站，打
扫、盘点，等待来送件的快递员和取件的居民。1999
年出生的孙延婷是南京溧水人，目前就读于无锡工艺
职业技术学院财务管理专业。作为一名即将毕业的
大四学生，孙延婷选择在家门口创业，在今年3月16
日开办了菜鸟快递驿站。7月毕业后，这间快递驿站
将成为她“事业的起点”。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高校毕业生达874万
人，要促进市场化社会化就业，高校和属地政府都要
提供不断线的就业服务。今明两年职业技能培训
3500万人次以上，高职院校扩招200万人。

从“云招聘”、专项岗位、求职补贴，到国有企业今
明两年连续扩大高校毕业生招聘规模，人社部等7部
门部署实施部分职业资格“先上岗、再考证”阶段性措
施……各地各部门连续出台举措，打通高校毕业生就
业“堵点”。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海洋大学副校长宁凌说，不
断优化的经济结构创造了更大的就业天地，新技术、

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各方应引导毕业生关
注挖掘新兴职业中的就业机会。作为

求职者，要转变观念，抓住行业
里的新机遇，做好职业选择。

让上亿市场主体成为保就业的底盘

“实体商业在此次疫情中受到的冲击不小。”全国
政协委员、月星集团有限公司总裁丁佐宏以集团旗下
城市综合体项目为例说，各地“环球港”项目客流在疫
情期间平均减少70%以上，从事实体商业的中小商户
及其雇员的收入情况受到不小影响。随着助企纾困
政策频频出台，许多企业的困难得到缓解。通过科学
的市场调研分析，既对疫情过后的消费恢复充满信
心，对于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也坚信不疑，这是稳
企业、保就业的“底盘”。

但在现阶段，新的挑战依然层出不穷。全国政协
委员、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莫荣
说，当前，中小微企业面临的一大困难是资金问题。
要充分发挥再贷款再贴现的精准滴灌作用，研究更有
针对性的税收优惠、资金补贴等阶段性举措，帮助扶
持在疫情中受到冲击的中小微企业。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保障就业和民生，必须稳住
上亿市场主体，尽力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
体工商户渡过难关。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强化阶段性
政策，与制度性安排相结合，放水养鱼，助力市场主体
纾困发展。

问：高校毕业生维护自身就业权益可采取哪
些办法？

答：1.可与用人单位协商，也可请工会或者第
三方共同与用人单位协商，达成和解协议。

2. 当事人不愿协商、协商不成或者达成和解
协议后不履行的，可向调解组织（包括：企业劳动
争议调解委员会，依法设立的基层人民调解组织，
在乡镇、街道设立的具有劳动争议调解职能的组
织）申请调解。

3. 向用人单位上级主管部门申诉，并要求反
馈处理意见。

4. 如果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侵犯了自身劳动
保障合法权利，违反了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
章规定，劳动者可以向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举报。

5. 向用人单位所在地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
仲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负责管辖本区域内发
生的劳动争议。劳动争议由劳动合同履行地或者
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管辖。双
方当事人分别向劳动合同履行地和用人单位所在
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由劳动合
同履行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管辖。劳动争议
仲裁委员会收到仲裁申请之日起五日内，认为符
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受理，并通知申请人；认为不
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不予受理，
并说明理由。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或
者逾期未作出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就该劳动争议
事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6.对劳动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
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
文由重庆立源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温霏霏进行法
律把关）

新华社重庆电（记者 黄兴）川渝两省市就业管
理部门近日签订协议，明确今后将加强两地间公共就
业创业服务合作。同日还成立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就业创业协同发展联盟。依托上述举措，川渝两地
致力于抱团合作力促“稳就业”。

据悉，川渝两地相关部门将建立就业服务共享协
作机制，同步搜集、发布企业用工信息和求职者信息，
共享企业用工监测信息，联合举办各类线上线下专项
行动和招聘活动。在数据共享方面，两地将推动公共
招聘网和公共就业服务数据共享，定期交换劳动力流
动和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
业情况。

川渝两地还将开放并共享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共
建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创业导师库、创业项目库，共同
开展创业培训；并举办省际或区域性创业博览会、创
业大赛、创业项目推介会等专项创业活动。

当日，川渝两省市就业管理部门联合启动了“川
渝合作‘职’等你来”线上求职招聘信息平台，该平台
同步在四川公共招聘网、重庆就业网上线运行，通过
设立线上“招聘专区”，同步搜集、发布两省市企业用
工信息。目前已有1.3万家企业入驻，招聘岗位约60
万个，涉及制造业、建筑业、金融业等多个行业。求职
者和用人单位通过电脑、手机就可完成职位搜索、简
历投递、面试交流、结果反馈等一整套流程。

本报讯（通讯员 林露）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发出通知，组织开展第十五届高技能人才评选表彰
活动，将在全国范围内评选表彰30名中华技能大奖
获得者、300名全国技术能手，通报表扬国家技能人
才培育突出贡献单位和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
个人。

通知强调，在评选条件上，要把思想政治表现作
为推荐评选的首要条件。要求推荐对象需来自生产
服务一线岗位，并且在技术创新、带徒传技等方面做
出突出贡献，真正具有先进性、典型性和代表性。同
等条件下，鼓励优先推荐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扶贫
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高技能人才和单位。

通知明确，对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将授予中华技能大奖称号，颁发中华技能大
奖奖章、证书、奖杯和奖金；对评选出的全国技术能
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授予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颁发全国技术能手奖章、证书、奖牌和奖金；对国家技
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单位、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
献个人，将予以通报表扬。

据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开展的高技能人
才评选表彰，是目前对高技能人才的最高奖项，具有
广泛影响力。从1995年至今，已开展了十四届，累计
表彰260名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和3028名全国技术
能手，选树了许振超、高凤林、李万军等高技能人才楷
模，对激励广大劳动者弘扬工匠精神、技能成才、技能
报国，发挥了重要导向作用。

岗位有保障 民生才托底
——两会之上看就业
新华社记者 王优玲 刘红霞 张辛欣 郑钧天 王建

第十五届高技能人才
评选表彰活动启动

川渝签署协议抱团合作“稳就业”

就业问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