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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侯雪静）中
央农办副主任、国家乡村振兴局局长
刘焕鑫近日表示，2021年脱贫人口就
业规模达到3145万人，比上年增加126
万人，工资性收入显著提升，占比达到
67.9%，为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提供了有力支撑。2022年，确保年度
全国脱贫人口就业规模高于3000万
人，力争比2021年有所增加。

刘焕鑫是在近日召开的全国脱贫
人口稳岗就业工作视频会上作出上述
表述的。

就业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基
本措施。刘焕鑫表示，要深化省际间
劳务协作，中西部省份要多措并举促
进脱贫劳动力跨省务工规模稳中有
升，东部省份要把跨省务工脱贫劳动
力稳岗就业作为2022年东西部协作

协议重要内容，落实好帮扶责任。要
探索市县间劳务协作，促进脱贫劳动
力省内县外务工规模稳中有增。要
通过特色产业带动就业、开发乡村公
益岗位扩大就业、助力帮扶车间发展
吸纳就业、推广以工代赈方式拓展就
业、支持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等方式，
促进脱贫劳动力县内务工规模稳中
有增。

离职文书的这些“坑”千万不要踩
■ 刘 旭

我国2022年确保脱贫人口
就业规模高于3000万人

重庆“十三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362.3万人

离职报告多写3个字
赔了公司2.9万元

2021年 3月，此前在大连市一家
软件开发企业工作的彭晨宇因企业5
年未涨工资决定离职。他提前30天
向人力资源部门提交了纸质辞职报
告，报告是他根据从网上下载的模板
改写的，文末有“请批示”字样。当年4
月23日，彭晨宇打包办公用品离开企
业。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在5月20日，
他收到了法院传票：企业状告他旷工，
并要求赔偿经济损失2.9万元。

经审理，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
认为，彭晨宇提交的辞职报告上有“请

批示”字样，属于协商解除劳动
关系，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第三

十七条规定的“劳动者提前三十日
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

除劳动合同”的情形，而是适
用《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
规定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
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的情形。因此，在双方未协商
一致的情况下，彭晨宇的行为

属于旷工，应赔偿用人单位经济损失。
“看上去‘差不多’的模板内容，在

劳动者维权时却会带来‘差很多’的结
果。”上海段和段（沈阳）律师事务所律
师孟宇平介绍说，在她接手的劳动纠
纷案件中，除了员工自己套用辞职模
板“吃哑巴亏”的情况，用人单位以“统
一模板”之名“忽悠”劳动者的情况也
不鲜见。

沈阳一家汽车零配件企业的材料
员赵晓姝就是这样“中招”的。离职

时，企业以快速支付经济补偿金为由
要求她在《离职申请书》上签字，并表
示，这是公司的统一模板，都是格式条
款。劳动仲裁时，《离职申请书》中“双
方再无其他争议”一句却成为关键证
据，导致仲裁庭没有支持她关于补发
加班费的申请。仲裁庭表示，赵晓姝
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没证据表明
她被公司胁迫，故签字同意无其他争
议就不能再申请补偿。

因为公司的“套路”，职工李丽也
没能拿到经济补偿金。仲裁庭上，用
人单位拿出她签过字的《离职申请单》
时，她才发现在离职原因选项中，自己
勾选的是“个人原因”。因此，仲裁庭
认定李丽是主动辞职。

在相关案件审理中，沈阳一基层
人民法院的法官郑虹介绍，出现这种
公司离职文书统一使用模板，与事实
不符的情况，法官只能根据证据判决，
白纸黑字的文书最有说服力，员工要
对自己签过字的文书负责。

离职文书无统一模板
劳动者应学会“堵漏避坑”

辞职报告、辞职申请书、离职通知
书、离职协议……网上关于离职文书
的模板，名称五花八门，内容要素也不
尽相同。

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律
师梁照强介绍说，劳动者离职一般分
为3种情况：一种是主动离职，需要提
前30天通知用人单位；另一种是协商
一致离职；还有一种是被迫离职。

“不同公司对离职文书的要求不

尽相同，并没有统一模板之说，网上的
离职文书模板缺乏权威性和针对性。”
梁照强解释说，通常劳动者主动离职，
应提交《辞职（离职）通知书》，原因勾
选“个人原因”，企业无须支付经济补
偿；协商一致离职，应提交《离职（辞
职）协议书》，文中应写明离职时间，补
偿形式及金额；而被迫离职应提交《被
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写明被迫离
职原因及索要补偿金额，比如未及时
缴纳社保、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等，作为后续维权的证据。

孟宇平建议，劳动者辞职时要认
真对待离职文书，学会“堵漏避坑”，特
别是要写清离职原因和补偿金额等内
容，慎用“申请”“批示”“请求”等词语，
对于不确定的条款，要敢于提出疑
问。如果被迫套用模板或接受格式条
款，可以在备注中说明情况，并复印留
下证据。无法鉴别离职文书是否有

“坑”，不要立刻签字，可向工会、人社
部门的法律专家或律师求助。

“离职证明是社保转接和劳动
者入职新公司的必备证明。”孟
宇平还提醒劳动者重视“离
职证明”的办理。根据《劳
动合同法》第五十条，用
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
者终止劳动合同时
出具解除或者
终止劳动合
同的证明。

现实中，劳动者在离职时因为
离职文书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
议的情况不在少数。看似“差不
多”的文书内容，在劳动者维权时
却会带来“差很多”的结果。律师
提醒，劳动者离职时应根据具体情
况选择合适的离职文书，学会“堵
漏避坑”，写清离职原因和补偿金
额等内容，慎用“申请”“批示”“请
求”等词语，对于格式条款，要敢于
提出疑问，谨慎签字。

就业问答

问：领取失业保险金对缴纳养老
保险费有影响吗？

答：根据有关文件规定，失业人员
在领取失业保险金、失业补助金期间，
可以个人身份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未出现依法应当停止领取失业保险金
情形的，经办机构不得停发失业保险
待遇。也就是说，领取失业保险金并
不影响失业人员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
养老保险费，同时，也不会因为以个人
身份参加了养老保险而停发失业保险
待遇。

（来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政务
微信公众号）
●遗失莫宇、邬俊仪之子莫译
宁，于2019年3月5日在重庆市
潼南区阳光医院出生的出生医
学证明，编号T500055823，声明
作废。●朱忆曾于 2022年 1月 23日不
慎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340102200301192521，本人已申
领新证，此证已失效。特此声明。●付雯婕于 2022年 1月 23不慎
遗 失 第 二 代 身 份 证 ，号 码 ：
41010219980821020X，本人已申
领新证，此证已失效。特此声明。●郑琪于2022年1月1日不慎遗
失 第 二 代 身 份 证 ，号 码 ：
331003199906200023，本人已申
领新证，此证已失效。特此声明。●遗失声明:吴钦瑞于 2022年 1
月 22 日不慎遗失身份证件，证
号：532131199603060026现声明
作废。●明永利身份证遗失，证号：
50022219930316372X，自见报之
日起不承担被人冒用而引发的
一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焦乐斌于 2022年 1月 21日不
慎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360124199510122411，本人已申

领新证，此证已失效。特此声明。●潘杰豪于 2022年 1月 21日不
慎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440923199505083718，本人已申
领新证，此证已失效。特此声明。●成成于2022年1月1日不慎遗
失 第 二 代 身 份 证 ，号 码 ：
210112199408013421，本人已申
领新证，此证已失效。特此声明。●张得英于 2022年 1月 24日不
慎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532301198011033129，本人已申
领新证，此证已失效。特此声明。●遗失赵优平，马强梅之女，赵晨
煜在重庆市巫溪县人民医院的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编 号
R500193499作废。●胥委虹遗失律师执业证，执业
证号：15001201611855998，现声
明作废。●丰都县栗美乡农业有限公司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
可证编码：JY15002301012236，
声明作废。●唐桂琼遗失保险执业证，证号:
00000550010200002019001560，
声明作废。

1月 24日，《重庆市就业促进“十
四五”规划（2021—2025）》（下称《规
划》）专场新闻发布会顺利召开。会
上，市人力社保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
谢辛发布了重庆“十三五”时期的就业
工作成绩，具体来看包括五大亮点。

重庆“十三五”时期就业规模保持
稳定。城镇新增就业362.3万人，超过
300万人的目标任务；城镇登记失业
率、调查失业率均低于控制目标；期末
城乡就业人口总量1676万人。

就业结构持续优化。城镇就业稳
定增长，2020 年达到 1100 万人，较

2015年增长 164.6万人。三次产业就
业结构优化为23∶25∶52，第三产业就
业比例提高11个百分点。

重点群体保障有力。应届高校毕
业生年底去向就业率保持90%以上。
多渠道引导818万名农民工转移就业、
76.1万名贫困劳动力外出就业、1.05万
名退捕渔民转产安置。帮扶138.3万
名失业人员、64.9万名城镇就业困难
人员就业，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就业质量逐步提升。劳动者素
质普遍提高，技能人才总量由320万
人增至387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总

量达到历史新高104万人。城镇非私
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年均增长
9%左右，劳动合同签订率维持在95%
左右。

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出台稳岗
位、扩渠道、提技能等一系列政策，年
均投入就业资金达到20亿元以上，就
业优先政策和保障体系不断健全。建
成“智能就业”信息系统，35项就业公
共服务实现“全渝通办”“一网通办”。
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全市新增市场主体212.3万户。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