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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人社厅党组书记、厅长李述永
调研我市稳就业工作

▲“归巢曾都·创享未来”就业创业推
介会在东莞市举行

▲ 举行“学子看家乡、高校企业行”
观摩活动

▲ 万达广场向市就业服务中心赠送感谢锦旗

▲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道亮调研
全市就业促进工作

就业是家事，更是国事。促
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新时代新
征 程 就 业 工 作 的 新 定 位 、新 使
命。我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
述，坚持党对就业工作的全面领
导，建立由各级党委领导、政府
主抓的就业工作机制，坚持把促
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重
大政治责任，全面落实就业优先
战略，锚定全年目标抓实抓细稳
岗就业各项举措，推动全市就业
工作持续稳中向好，不断增强广
大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为建设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
提供坚强支撑。

2024 年，全市实现城镇新增
就业 2.2万人、帮助失业人员再就
业 9784 人 、就 业 困 难 人 员 就 业
6593 人，实现高校毕业生来随就
业创业 5082 人，平均完成省定目
标任务的 140%以上；全市新增发
放创业担保贷款超 7 亿元、新增
返乡创业 2306 人，带动就业 4803
人，以高质量充分就业托举起民
生幸福梦。

稳住市场主体

增强就业“吸纳力”

“专业对口，离家近，待遇也不错。”在“‘就’在金秋，‘职’面未
来”2024年曾都金秋就业圆梦行动夜市招聘会，刚毕业的李同学与
一家本地电子企业达成就业意向。此次招聘会，共吸引了 3000 余
名求职者参与，共发放宣传资料 1500 余份，800 余人初步达成就业
意向。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最终都要体现到就业群体的就业状况
上，重点群体稳，则就业大局稳。全市人社部门织密织牢就业帮扶

“一张网”，把促进就业与服务建设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推进产业
和城市集中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聚焦青年群体、困难群体等重点
群体，通过拓宽就业渠道、创业带动就业等方式，不断增进民生福
祉，擦亮幸福生活底色。

帮助青年群体“好就业”。坚持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
作为重中之重，大力实施“才聚荆楚”工程，实现高校毕业生来随就
业创业 5082人，完成省定目标任务的 147%。实施离校未就业高校
毕业生就业攻坚行动，多形式开展青年求职能力实训服务周活动，
累计开展“1131”服务 8828 人次，有效促进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等青年群体实现就业。

支持创业驱动“带就业”。开展“马兰花”SYB 创业培训 2865
人；新增发放创业担保贷款超 7 亿元，向返乡人员、高校毕业生、就
业困难人员等群体发放一次性创业补贴共计 306 人 152.7 万元，11
名高校毕业生获省大学生创业扶持项目扶持资金共计 61 万元；组
织开展“学子看家乡、高校企业行”系列活动，曾都区在东莞市成功
举办首届返乡就业创业推介会，与数位企业家签订返乡创业投资
协议，30多名技术技能人才达成返乡就业意愿。

帮扶困难群体“保就业”。引导 38.8万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和
就近就业，脱贫人口稳定务工规模 5.97万人，有就业意愿的退捕渔
民全部实现就业。全市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 7631 人，对失业人员
发放失业金 1905 万元，代缴医保费 415 万元，充分保障失业人员生
活。在就业援疆、援藏专项招聘活动中组织 10家企业提供岗位 300
多个，近百名新疆、西藏籍高校毕业生达成就业意向。

创新数字赋能

推动就业“数智化”

“47.5 万元的失业保险费稳岗返还补贴今天已到公司账上，这
笔资金为我们提升员工福利、稳定人员队伍提供了很大帮助。集
团今年已累计享受社保费减免、稳岗返还、吸纳就业困难人员补
贴、技能提升补贴等各类人社部门补贴资金共计 320余万元。”湖北
齐星集团人力资源部部长张雨向前来我市调研的李述永厅长介绍
到。

市场主体是经济的力量载体，保市场主体就是保社会生产力，
市场主体发展得好，保就业就有了坚实的基础。面对经济下行压
力持续加大，围绕企业纾难解困，全市人社部门把稳市场主体作为
各项政策部署的主线，以纾困帮扶企业为抓手，多措并举持续为市
场主体“输血”，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更好地增强就业吸纳能
力，为保就业、稳就业提供坚实保障。

持续开展“阳光人社惠企行动”。在服务本地重点企业的基础
上，新增 92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作为重点服务对象，按照属地管理
原则，由人社系统干部作为服务专员，“一对一”对全市 114 家重点
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开展包保服务。定期通过电话、微信和
实地走访等方式，主动向企业宣传人社政策，了解企业状况，及时
解决企业反映的问题和诉求，2024 年累计帮助企业解决紧缺用工
9269人。

打好“降”“返”“补”政策“组合拳”。2024 年延续实施 1%的阶
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全市减征失业保险费 5510 万元。继
续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实施稳岗返还政策，通过“免申即
享”模式向 2634家企业发放返还资金 1928万元，稳定就业岗位 5.82
万个。累计支出就业补助资金 1.19 亿元，发放企业吸纳就业困难
人员、高校毕业生、脱贫人口和招用退役军人的社保补贴、就业补
贴、培训补贴等各类惠企补贴。向 108家企业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

19.3 万元，惠及 193 名高校毕业生等青年
群体；向 763 人次劳动者发放技能
提升补贴 116.6万元。

聚焦重点群体

织密就业“帮扶网”

打孔、接种、套袋……2024 年 12 月 12 日，
第五届“随县工匠杯”香菇种植工职业技能大
赛在随县举办。来自全市的 150 余名从事香
菇种植、香菇制作、香菇销售从业人员汇聚一
堂，赛技能、比本领、促产业，进一步擦亮做实

“随县香菇种植工”劳务品牌。
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随县香菇种

植工”是湖北省第四批“十大劳务品牌”，也是
我市极具地方特色、产业特色的劳务品牌，带
动全市 10 多万户农民从事香菇种植，创造与
香菇相关的就业岗位超过 30万个。

劳务品牌是促进就业、返乡创业、特色产
业、招商引资和城乡发展的“金名片”和“强引
擎”。近两年，我市依托本土特色产业，深入开
展特色劳务品牌创建工作，培育“随县香菇种
植工”“曾都焊匠”“广水巾帼月嫂”“风机制造
商”“不锈钢制品商”等一批省级重点劳务品
牌，累计带动从业人员近 70万人。

“随县香菇种植工”是目前我市影响力大、
带动范围广的劳务品牌之一，“随县香菇种植

工”技能人才培养新模式被纳入 2024 年省优
化营商环境改革试点。省人社厅、省就业中心
主要领导多次到我市调研指导。

2024年，市、县人社部门持续实施擦亮“香
菇种植工”劳务品牌“五个一”工程，邀请省就
业中心领导、人社部劳务品牌专家对品牌建设
作专题辅导，确定了“规范化培育、技能化开
发、规模化输出、品牌化推广和产业化发展”的
建设方向。2024年出版发行全国首本《随州香
菇种植技术》培训教材，研究制定“随县香菇种
植”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建设“随县香菇种
植工”实训基地开展技能培训 3000 余人，上线

“随县香菇种植工技能人才助企服务平台”，
2000 多名“土专家”活跃在新疆、十堰、贵州等
全国各地开展技术培训和行业指导。

以“随县香菇种植工”劳务品牌“五个一”
建设为标准，全市人社部门将持续培育、擦亮、
做实劳务品牌建设工作，力争打造更多在全
省、全国范围内有影响力的地方特色劳务品
牌，带动更多劳动者实现就地就近就业。

做实劳务品牌

打造就业“新引擎”

“感谢人社部门提供的服务，让我在家门
口找到了一份稳定工作。”与某企业达成就业
意向的广水市城郊街道富康社区居民李某高
兴地说。李某今年 42 岁，平时在家打零工，
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通过街道零工驿
站，李某应聘到附近企业就业，“现在好了，不
但工作稳定了，还能照顾老人和孩子。”李某感
慨道。

健全均衡可及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是落
实就业政策的重要保障，是促进高质量充分就
业的重要支撑。2024 年，全市人社部门以打造

“15 分钟”就业服务圈提升群众就业便利度为
目标，开展“家门口”就业服务工作试点探索，
推动资源下沉、服务下沉，持续巩固提升覆盖
全民、贯穿全程、辐射全域、便捷高效的全方位
就业公共服务。广水市探索县域精准化公共就
业服务新模式被纳入 2024 年省优化营商环境
改革试点。

就业服务网点“便捷可及”。2023 年以来，
全市人社部门先后建立 59 家覆盖城乡的零工
驿站，同时依托县市区街道、社区便民服务中
心和乡镇党群服务中心等载体，为劳动者和灵
活就业人员提供集求职招聘、技能培训、政策

咨询、劳动维权于一体的公益性就业服务。曾
都区“零工驿站一站式服务案例”荣获第三届
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全国总决赛优秀
就业服务案例三等奖。

就业创业政策“触手可得”。利用就业服务
网点、专场招聘会和人社官网、新媒体矩阵，印
发各类宣传资料 4 万余份，公开政策文件和政
策解读文件 19个，制作政策短视频 13期，在人
社抖音、微信视频号等平台累计播放量达 75
万多次；开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政策法规宣
传“进工地”2场次；参加“惠企政策进县市区宣
讲活动”21 场次；参加全市个体工商户分型分
类精准帮扶新闻发布会 1 场次，有效提升就业
创业政策覆盖面和知晓率。

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推进就业创业
高频服务事项“应沉尽沉”，实现更多服务事项
就近能办、多点可办、少跑快办，切实打通服务
群众“最后一公里”。目前，就失业登记、“4050”
社保补贴、失业保险金申领、创业担保贷款借
款人资质审核等 23 个就业创业高频服务事项
均下沉至街道、社区和乡镇服务网点受理或直
接办理，切实减少群众跑腿次数，最大限度便
企便民。

促进均衡可及

服务送到“家门口”

打开手机微信“随时就业”小程序，“我要
求职”“我要招聘”“我要培训”“直播带岗”等功
能板块跃入眼帘，求职者和用人单位可在线发
布求职需求和招聘信息。

系统后台将用人单位的岗位要求、薪资待
遇，与求职者的学习经历、从业经历、期望薪资
等进行自动比对，随即向求职者精准推动岗位
信息、向用人单位精准推送求职者信息，通过
数字赋能，实现人岗精准匹配，提升了就业服
务时效。

这是记者最近在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采
访时看到的一幕。据介绍，“随时就业”智慧公
共就业服务平台以建立“两库两平台”为核心，
即通过建立我市全量“人力资源信息库”“市场
主体岗位信息库”，通过“精准就业服务平台”
和“动态管理和运营平台”提供“职岗智配”“政
策智推”等精准就业服务。2024年底，系统主体
功能通过初步验收，今年初将正式上线运行。

以数据赋能，促就业提“智”增“效”。针对
传统模式下缺少统一开放的线上精准对接平
台，求职、招聘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导致求职
者工作难找、招聘者人才难寻、政策支持不够
及时高效等问题，市人社局积极打造“随时就

业”、“创业担保贷款高效办”等线上平台、信息
系统，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服务再升
级。

“随时贷”创业担保贷款信息系统于 2023
年底上线运行，创业者和小微企业可通过市就
业中心微信公众号在线申请，通过数据赋能，
在验证个人基本信息后，系统随即自动识别并
校验婚姻状态、营业执照等证照信息，随后只
需将其它附件在线提交即可；人社部门、担保
机构、经办银行通过系统后台在线审批放款，
实现“三分钟申贷、零跑腿、一键式提款”的

“301”高效服务模式。“创业担保贷款高效办”
通过 2023 年省优化营商环境先行区创建试点
验收。2024年，依托“高效办”系统平台，全市新
增发放创业担保贷款超 7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 37%，再创历史新高，其中通过“301”模式申
贷的占贷款总量的一半。

2025 年，全市人社部门将重点开展“随时
就业”两个“信息库”的数据采集更新，通过平
台运营有序开展精准就业服务等工作，同时推
广用好“随时贷”创业担保贷款信息系统，为推
动我市开展“家门口”就业服务提供强有力保
障。

▲ 举办招聘夜市暨“源来好创业”
资源对接服务季活动

组织参加 2024 年
湖北省就业援藏专项招
聘活动

▲

▲ 曾都区“零工驿站一站式服务案例”荣获
第三届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全国总决赛
优秀就业服务案例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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