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非 全
日制用工如何
参加社会保险？

答：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劳动者应当参加基本养老
保险，原则上参照个体工商户的参保办法执行。

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劳动者可以以个人身份参加基
本医疗保险，并按照待遇水平与缴费水平相挂钩的原则，
享受相应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为建立劳动关系的
非全日制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费。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
劳动者发生工伤，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被鉴定为伤残
5~10级的，经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可以一次性结
算伤残待遇及有关费用。

（作者：重庆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温霏霏）

问：非 全
日制用工的工
资怎么支付？

答：非全日制用工的工资支付可以按小时、日、周或
月为单位结算。用人单位支付非全日制劳动者的小时工
资不得低于当地政府颁布的小时最低工资标准。

问：非全日
制劳动合同是否
可以随时解除？

答：非全日制劳动合同的终止条件，按照双方的约定
办理。劳动合同中，当事人未约定终止劳动合同提前通
知期的，任何一方均可以随时通知对方终止劳动合同；双
方约定了违约责任的，按照约定承担赔偿责任。

问：劳动者
可否与多个用人
单位签订非全日
制劳动合同？

答：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劳动者在同一用
人单位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5小时累计每周工作时
间不超过30小时的用工形式。

根据《劳动合同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非全日
制用工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劳动
者，可以与一个或一个以上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用人
单位与非全日制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
同。劳动合同一般以书面形式订立。劳动合同期限在一个
月以下的，经双方协商同意，可以订立口头劳动合同。但劳
动者提出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

非全日制劳动合同的内容由双方协商确定，应当包
括工作时间和期限、工作内容、劳动报酬、劳动保护和劳
动条件五项必备条款，但不得约定试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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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重庆电（记者 黄兴）记者
从重庆市人社局获悉，今年重庆退休人
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工作近日全面展开，
此次调整采取“定额调整、挂钩调整和
适当倾斜相结合”的办法，将有406万
退休人员因此受益。重庆明确，将确保
在7月底前将调整增加的基本养老金
兑现到位。

据重庆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重庆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范
围为2019年 12月 31日前已按规定办
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
退休人员，调整时间自2020年1月1日
起执行。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具体方

法为：定额调整，每人每月统一增加42
元；挂钩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在定额调
整基础上与本人缴费年限挂钩，缴费年
限每满1年，每人每月增加3元，本人缴
费年限低于15年的，统一按15年进行
调整；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在定额调
整基础上，与养老金水平挂钩，以同类
人员2019年12月平均养老金水平为基
数，每人每月增加3%。

此次调整还对高龄退休人员、参加
工作时间较早的企业退休人员和艰苦
边远地区退休人员适当倾斜。此外，重
庆已建立退休人员高龄养老金增发机
制，符合条件的退休人员仍按原规定享
受高龄增发养老金。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公布
的“2020年第二季度全国招聘求职100
个短缺职业排行”显示，营销员、快递
员、餐厅服务员、保安员、保洁员、商品
营销员、车工、焊工、市场营销专业人
员、包装工列短缺职业前十。

与今年第一季度短缺职业排行相
比，排行“前十”职业本期保持基本稳
定，只有“装卸搬运工”退出“前十”，“市
场营销专业人员”从上期第13位进入
本期第9位。

从“排行”100个职业看，招聘需求
人数从一季度的137.6万人上升到148.9
万人。求职人数从一季度的52.6万人
上升到74.3万人，招聘需求人数和求职
人数“双上升”，总体市场活力增加。缺
口数从一季度85.0万人下降到74.6万

人，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实体经济加快复
苏的走势。

“排行”还显示不同行业的职业短缺
程度有升有降。“电器接插件制造工”“电
子产品制版工”“电容器制造工”“通信系
统设备制造工”等电子类相关职业短缺
程度有所缓解，“金属热处理工”“铸造
工”“工具钳工”“冲压工”“铆工”等传统
制造业相关职业短缺程度有所加大。

此外，与疫情防控相关的职业短缺
程度有所缓解。除“缝制机械装配调试
工”短缺程度加大外，“缝纫工”从第12
位下降到第19位，“医用材料产品生产
工”从第78位下降到第99位，“内科医
师”“药物制剂工”“裁剪工”等3个职业
排位在100名之外，均出现明显下降。

（本报综合）

用人才支点撬动脱贫攻坚
——聚焦我国边远贫困地区事业单位招聘扶持政策落地成效

新华社记者 王优玲

第二季度100个
短缺职业排行出炉

重庆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就业问答

关于非全日制用工的那些事

在脱贫攻坚的路上，人才是支持
贫困地区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然
而，贫困地区一直面临吸引人才难和
留住人才难的困境。

早在2016年，国家出台专门通知，
给予倾斜支持政策帮助艰苦边远地区
县乡事业单位解决人才短缺问题。4
年来，这些政策落地成效如何？

过去3年全国招聘逾74万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显
示，2017 年至 2019 年，全国 31 个省
（区、市）艰苦边远贫困地区县乡事业
单位共统一组织招聘 5541 次，招聘
74.1万余人。

2016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
好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公开招
聘工作的通知》，明确对国家确定的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县、国家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以及经省级
组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确
定的其他条件特别艰苦的县乡，在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时可以实行“三放
宽一允许”等倾斜支持政策。艰苦边
远地区在坚持公开招聘制度的基础
上，可以适当放宽年龄、学历、专业等
招聘条件，拓宽招聘渠道；允许拿出一

定数量岗位面向本县、本市或者周边
县市户籍人员（或者生源）招聘。

各地出台政策
缓解人才紧缺矛盾

各地结合当地实际出台了一系列
配套政策措施。四川就提出“定向培
养、定向就业”“放宽学历门槛”“放宽
考核招聘条件”“放宽招聘权限”等差
异化政策措施，积极支持贫困地区加
强空岗补员。数据显示，2018年，四川
深度贫困县事业单位空编率从2017年
的13.4％降至3.5％。

内蒙古赤峰市探索“乡编村用”，
面向社会为苏木乡镇、街道事业单位
公开招聘，受聘人员要在苏木乡镇、街
道所属嘎查村最低服务5年后回苏木
乡镇、街道事业单位工作。

甘肃省规定民族地区、贫困地区
的事业单位可降低考试开考比例，尤
其是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中需要大
量本民族工作人员的实际，可采取1∶1
设置岗位开考比例。

“有的地方还拿出一定比例的岗
位，专项招聘‘三支一扶’‘西部志愿
者’等服务基层项目人员。”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司有
关负责人说，一系列举措缓解了人才

招不进与本地人外流并存的难题，为
当地脱贫攻坚提供了人才支撑。

用人才做支点助力脱贫攻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事业单位
人事管理司有关负责人介绍，2017至
2019年，全国31个省（区、市）艰苦边远
贫困地区县乡事业单位采取面试、直
接考查方式招聘13.5万余人，共招聘本
地或周边县市户籍46.3万余人，基层服
务项目专项招聘58667人、招聘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大学生6094人。

随着各地推进脱贫攻坚取得积
极进展，有关部门也在相应完善举措
帮助边远困难地区留住多层次建设
人才。

今年3月和5月，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分别会同有关部门印发通知，
要求各地加大事业单位面向高校毕业
生的公开招聘力度，重点加强基层中
小学教师队伍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
务人员队伍建设，再次明确了“三放宽
一允许”政策。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好政策解
读，推广好的典型做法，吸引更多急需
引进的高层次、短缺专业人才到艰苦
边远地区干事创业，用人才支点撬动
脱贫攻坚。”这位负责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