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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就业稳则人心稳、社会稳。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稳就业摆在“六稳”

工作首位，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又首次把就业优先政策提升到宏观政策层面，并要求全面发力。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就业工作，娄勤俭书记强调，江苏不仅要做到自身稳、质量高，还要为全国稳就业作贡献；

吴政隆省长要求抓好就业这个民生之本，全力保障就业形势稳定。这为进一步做好就业工作指明了新方向、

提出了新要求。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把稳就业作为人社部门重大的政治任

务，摆上各项工作的首要位置，以应对中美经贸摩擦为重点，以落实新一轮就业政策为主线，建立健全组

织协调、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和政策扶持“四项机制”，今年前 5个月全省城镇新增就业 64.69万人，同

比增长 2.2%；5 月份城镇登记失业率 2.99%，处于较低水平；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农村转移劳动

力等重点群体就业水平稳定，全省就业局势保持总体平稳的良好态势。当前，受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等多方

面因素影响，我省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并逐步向就业领域传导，部分企业出现岗位流失、用工减少的

现象。我们将继续把稳就业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全面落实就业优先政策，针对政府、市场、企业和劳动

者分类施策、精准发力，确保全省就业形势总体平稳，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失业的“红线”。

精准施策稳用工。企业是用工主体，保企业就是保“饭碗”。针对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企业，进一步

加大援企稳岗力度，帮助企业稳定生产经营和员工队伍。一是全力稳存量。开展降成本专项行动，全面落

实降低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缴费费率等降成本政策，尽快制定实施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岗位意见，以

受中美经贸摩擦等原因影响经营困难的企业为重点加大稳岗返还力度。开展就业创业政策民企行活动，开

通“绿色通道”，优化经办流程，建立专人联系、及时告知、主动服务、定期反馈等制度，让惠企利企政

策更快更好落到实处。二是积极扩增量。实施全民创业行动计划，推进创业政策扩面、提标、增效，延长

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政策，将富民创业担保贷款对象扩大到城乡全体创业者，并进一步提高税收抵

扣额度和贷款发放额度，完善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制度，进一步释放创业带动就业

的倍增效应。三是扎实提质量。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从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中安排 80亿元，重点

支持企业开展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和转业转岗培训，支持开展安全生产等普适性培训。加大政府购买培训成

果力度，鼓励职业院校、技工学校和社会培训机构积极参与职业技能培训，扩大优质资源供给，切实提高

培训质量和培训效果，形成凭能力就业、靠技能增收的良性循环。

精准服务稳供给。人力资源市场是就业的“风向标”，市场稳则预期稳。坚持线上线下并重、公共民

营并举，畅通市场流动渠道，促进供求紧密对接，充分发挥市场在人力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一是优

化公共就业服务。研究制定推进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的指导意见，提升城乡基层人社平台标准化建设水平，

推广高校毕业生精准招聘服务平台，推动公共就业服务向基层、向高校、向线上延伸，构建覆盖全民、贯

穿全程、辐射全域、便捷高效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针对不同群体的就业需求，全省联动开展就业援助月、

春风行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月等十项活动，鼓励和支持各地因地制宜开展个性化公共就业服务，打造

具有江苏特色的“10+N”公共就业专项服务格局。二是壮大人力资源服务。大力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积

极培育人力资源产业园和人力资源骨干企业，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企业和劳动者提供个性化、特色化、

精细化的服务。特别是针对受中美经贸摩擦影响企业，完善就业创业服务补贴政策，支持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开展跨区域劳务交流活动，引导劳动力在企业、行业、地区和城乡间有序流动，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配

置和充分利用。三是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定期开展人力资源市场秩序清理整顿行动，严厉查处“黑中介”、

虚假招聘等违规行为，切实规范劳务派遣、劳务外包等行为，让劳动者放心求职。强化劳动监察执法，及



时纠正求职招聘过程中的性别等就业歧视，促进劳动者公平就业。

精准发力稳托底。重点群体面广量大，稳住了重点群体也就稳住了就业大局。围绕国家和省委省政府

中心工作，及时把去产能职工、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等群体纳入重点群体范围，给予优先援助和重点帮扶。

一是推进实名制。建立健全全省统一的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化解过剩产能职工、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

劳动力以及受中美经贸摩擦影响企业职工信息管理系统，进村入户、到企到人开展实名制调查，全面掌握

他们的个人及家庭状况和创业意愿、培训意向、就业去向等情况，做到全程跟踪、及时更新、动态管理。

二是织牢“经纬线”。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首要任务，大力推进就业创业促进计划，深入实施鼓励支持

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实施意见，试点推广精准招聘平台，创新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月和就业促进月活动。

建立健全农民就业失业登记、求职登记、创业服务和农村困难家庭就业援助“四项制度”，推动农村劳动

力持续转移、稳定就业、融入城市。三是全力兜底线。重抓摸底排查、政策指导、就业服务、风险防控等

关键环节，举办去产能、化工行业整治提升职工专场招聘会，不让一名职工无助地走向社会。完善社保补

贴、岗位补贴和托底安置政策，确保城镇零就业家庭和农村零转移家庭始终保持动态为零。提高失业保险

金标准，落实生活困难下岗失业人员临时生活补助政策，坚决兜住保生活的“底线”。

精准监测稳调控。监测预警是科学决策、精准施策的前提和基础，监测准则见事早、出手准、见效快。

建立健全就业失业监测预警制度，坚持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点面结合，科学研判就业形势，积极回应群

众关切，合理引导社会预期。一是建机制。横向上，发挥各级就业工作领导小组的作用，加强海关、商务、

税务、人社、交通等部门数据交换和信息沟通，及时掌握经济走势和就业动向。纵向上，省市县人社部门

建立就业应急工作体系，就业、社保、劳动关系等条线各司其职，定期分析研判就业形势。二是增指标。

在继续做好就业失业等常规统计监测的基础上，针对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建立中美经贸摩擦用工监测制度，

对苏州、无锡、南京、常州、南通等对美出口重点地区，以及对美出口超过 1000 万美元且占依存度达到

50%以上的重点企业，实行挂钩直报、重点监测，及时了解企业用工变化情况。在苏北重点劳务输出县的

100 个行政村设立监测点，对农民工集中返乡等异常情况进行监测。增加监测频率，将监测周期由半月报

调整为周报，必要时实行日报。三是抓应用。研究制定省、市、县三级人社部门就业应急工作预案，明确

应急处置的总体要求、基本原则、处置措施，特别是出现重大失业风险预警信号时，采取阶段性、超常规

的政策举措，早介入、早应对、早处置，避免区域性、行业性失业风险演变成系统性、全省性失业风险，

形成全省联动、属地管理、分级响应的应对处置工作格局。

做好稳就业工作意义重大、使命光荣、任务艰巨，必须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底线思维，突出问

题导向，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出成效。当前，尤其要组织开展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认

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新理念新思想新举措，仔细查找就业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短板不

足，针对群众和企业反映的热点难点堵点问题，开展专题调研和集中攻关，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的

就业，推动就业创业高质量发展继续走在全国前列，以就业工作的优异成绩为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献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