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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大足区举办了一场以“把青
春留在大足·用智慧奉献家乡”为主题
的线上招聘活动，有417家企业参加，
为青年人才提供岗位7897个，吸引了
3409 名求职青年参与。据不完全统
计，该招聘会促成了2502名求职者达
成就业意向。

“招聘会之前，我们就通过各级团
组织、大足青年公众号等进行组织发
动，并联合几个新媒体平台对活动具体
实施细节进行优化。”大足团区委相关
负责人说。当地成立了企业联络服务

小组、求职者联络服务小组、社群动员
服务小组、信息宣传服务小组、直播技
术服务小组等职能小组，落实责任，让
广大求职青年既有安全感又有获得感。

据了解，大足区还出台了线上职业
培训政策，开发网络课堂和网络培训课
程，返乡农民工、企业待岗职工、下岗失
业人员、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可通
过网络参加免费培训，并按标准对组织
实施培训的培训机构给予补贴。同时，
鼓励支持企业与职工携手共渡难关，稳
定劳动关系。 （本报综合）

本报讯（通讯员 桂杰）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日前召开会议，落实《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百日免
费线上技能培训行动方案的通知》要
求，部署推进百日免费线上技能培训行
动和职业能力建设重点工作，到6月底
实现“百日515”目标：遴选50家以上线
上技能培训平台，推出覆盖100个以上
职业（工种）的数字培训资源，实现线上
培训实名注册500万人次以上。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各级人社部门
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开展“互联
网+职业技能培训”，完善线上职业技能
培训政策措施，加大线上培训资源供给，
组织实施专项计划，取得明显成效。

会议强调，各级人社部门要围绕

“抗疫接力，技能就业，助力脱贫”行动
主题，深入开展百日免费线上技能培训
行动。3月下旬至6月底，面向企业返
岗待岗职工、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失
业人员、高校毕业生、“两后生”、贫困劳
动力等劳动者，大规模开展免费线上职
业技能培训。

各级人社部门要切实加强组织领
导，建立工作机制，落实、完善和创新政
策措施，集中力量开展线上培训。要加
大对湖北等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三
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挂牌督战贫困
地区等重点地区和复工复产企业职工
等重点人群的支持力度。要及时提供
培训补贴，加强线上平台建设，丰富数
字培训资源，强化线上培训监管。

人社部：
6月底前实现“百日515”目标

大足“云招聘”让就业服务不打烊

4月 2日，川渝两地人社部门“隔
空”签署了《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共同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川
渝人社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
议》）。《协议》主要包含优化人力资源
市场要素配置、推进公共就业创业服
务协同、深化农民工服务保障协作、推
进社会保险服务协同、推进技能人才
培养协作、推进专业技术人才工作协
同、推进人社重大公共政策及保障措
施协同等7个合作方面、30项合作事项
和41项重点任务。

建立就业服务
共享协作机制

据了解，两地将建立就业服务共
享协作机制，加强公共就业创业服
务。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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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
（共享）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园区）、创
业导师库、创业项目库，加强两地创业
培训师资交流，共同开展创业培训等。

在优化人力资源市场要素配置方
面，重点将在川渝接合部地区规划建
设一批省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市
场），并联合举办人才招聘会和西部人
力资源服务博览会，组织邀请海内外
高端人才、高校毕业生和两地用人单
位交流洽谈，增强两地人才集聚力。

“我们还将共同争取重大项目（事

项）支持，积极争取国家将两地区域性
人力资源市场、公共实训基地、创业孵
化基地（园区）、创业博览会、创业创新
大赛等纳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规划纲要。”重庆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
责人说道。

社保服务事项
逐步实现成渝通办

同时，两地人社部门将共同推进
社会保险服务协同，重点推进养老保
险关系转移接续，建立两地间养老保
险关系转移接续办理流程，实现与国
家公共服务平台对接，确保接转顺畅。

启动川渝职业年金转移接续，取
消川渝间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纸质表单
邮寄传递，缩短经办时限。探索推进
川渝间办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时只转
关系不转资金，应转资金由两地社会
保险经办机构定期统一结算。

此外，两地人社部门还把推动社
会保险协同互认作为重点任务。《协
议》提出，农民工、新业态新经济平台
从业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等将不受户
籍限制，按规定在两地参加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推动两地互认失业保
险参保关系及参保年限，实现两地参
加失业保险人员失业后可在失业前参
保地或关系转移接续地领取失业保险

待遇。
同时，两地将重点打造两地人社

数据交换平台，开展就业、社保、劳动
关系、农民工、争议案件等方面的数据
交换共享。推进人社公共服务标准体
系建设，统一同一服务事项名称，实现
办事指南规范。

建立专业技术人才
职称互认机制

在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协作方面，
《协议》提出重点要求，要加强技工教
育合作，建成渝技工教育联盟，每年互
派3~5名校级领导、10~20名专业学科
带头人、任课教师20~30名横向学习交
流、挂职锻炼。

同时，联合构建成渝地区特色产
业职业体系，推进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证书互认；建立专
业技术人才职称互认机制，推行职称
电子证书，实现职称网上互查互认、证
书通用。搭建世界技能大赛、国家级
技能大赛集训交流合作平台，共同培
养参赛选手、专家教练、场地经理和技
术翻译。

为深化农民工服务保障协作，《协
议》还提出，要建立川渝一体的农村劳
动力及农民工资源数据库，共同开展
农民工专列专车、返岗复工、走访慰
问、证照办理、根治欠薪、就业招聘、技
能大赛、文体赛事等农民工服务保障
活动。将建立省级劳务基地互认机
制，完善相关流程，每年评选公布。

社保逐步通办、职称逐步互认……

川渝两地人社部门“隔空”签署合作协议
本报记者 樊洁

签约现场 。 杨永权 摄

综合国力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
竞争。“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关键
在人，关键在人才”。打赢脱贫攻坚
战，落实靠基层，支撑在人才。当前，
正值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关键时期，因
此，要注重发挥人才“三大员”作用，
夯实人才对脱贫攻坚的支撑作用，为
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发挥人才“领航员”作用。乡村
本土人才是贫困地区群众身边的榜
样，与当地有比较紧密的地缘和血缘
关系，有与家乡群众比较亲近的天然
优势，在家乡群众中有一种带动力和
号召力，容易得到家乡群众的欢迎和
信任。乡村人才他们有的是“土专
家”，有的是种植养殖能手，脱贫致富
能力强。他们在农村生活，更了解群
众的愿望，更懂得群众的心声，更知
晓当地的发展现状。在脱贫攻坚工
作中，他们是改变农村群众贫困面貌
的中坚力量，积极引导“土专家”以及
种植经营能手等乡村人才发挥好脱
贫致富的指导员、技术员和领航员的

“传、帮、带”作用。
发挥人才“技术员”作用。加强

乡村人才技术培训。脱贫攻坚，关键
在人。通过深化本土人才培育，释放
本土人才红利，可以为脱贫攻坚提供

坚强的人才保障。因此，要对各类
“土专家”、技术能人等进行详细摸底
调查，建立台账，按照养殖、种植等方
面，进行梳理和划分，依据乡村人才
自身特长和贫困户的需求，精准结
对，分类帮扶。有目的、有计划、有针
对性地组织乡村人才培训学习和参
观，启迪思维，开阔视野；同时，按照

“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精准结对”
的模式，组织乡村人才为贫困群众传
授技术，增强贫困户的脱贫致富自信
心。

发挥人才“宣传员”作用。俗话
说：“羊群走路靠头羊。”唯有通过榜
样引路、先进示范，学习好经验、借
鉴好做法，才能转变思想观念、拓宽
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法，把力气都
用在刀刃上，打赢这场硬仗。要营
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发挥好乡村人
才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引领示范作
用，以榜样为标尺，产生“抓好一个
点，搞活一大片”的联动效应，组织
致富典型现身说法，宣传、推介致富
经验和技能，通过看典型、学经验，
激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动力，形
成“培养一批能人、带动一方发展、
致富一方百姓”的良好成效，实现乡
村人才领跑农村经济发展，真正帮
助困难群众摆脱贫困。

脱贫攻坚
要发挥人才“三大员”作用

■ 沈 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