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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河洛政事”二维码，
浏览更多精彩内容

■声音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近年，市委、市政府始终把促进就业作
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头等大事，把就业、再就业列为重点民生实
事之一，努力促进就业、实现稳定就业、追求充分就业。

目前，我市逐步建立起覆盖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的
四级公共就业服务网络，确立了免费提供政策咨询、信息发布、
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创业服务等的基本公共就业服务制度，致
力于打造中西部地区公共就业服务能力最强的宜业城市。

“嗒嗒嗒……”近日，在宜阳县香鹿山镇东韩村，今年刚脱贫的苗
盘香在自家的缝纫车间里忙碌着。

“是就业点燃了我们致富的新希望。”得益于我市为帮助贫困家庭
劳动力就业而实施的公益性岗位政策，苗盘香当上了村里的保洁员，
丈夫颜向辉通过水电安装技能培训，也顺利实现就业。今年，在县、镇
政府的帮扶下，她又贷款建起了家庭缝纫车间，奋力奔向小康新生活。

政府购买公益性岗位，是我市实施转移就业脱贫的重要方式。
全市各级人社部门开发养老服务、保洁、保安、绿化等岗位，安排符合
岗位需要、外出就业困难的农村贫困家庭劳动力就业。

我市还积极搭建劳务输出平台，与杭州、无锡、昆山等地签订劳务
合作协议，建立劳务输出基地，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各县（市）区
也根据自身特点开展培训，采取订单培训、校企联办和项目培训等多种
形式，形成了“嵩县月嫂”“孟津驾驶员”“汝阳保安”“宜阳建筑”等品牌。

近日，我市2018年第六批就业见习单位名单出炉，市非税收入
管理局等5家单位提供的74个见习岗位吸引不少高校毕业生报名。

就业见习正成为高校毕业生提升职业技能、实现就业的一条重
要途径。参加就业见习的高校毕业生，每月由用人单位提供不低于
城市失业保险金标准的生活补贴，市财政给予一定补助。此外，我市
还继续实施“三支一扶”“农村教师特岗”“政府购岗”等基层就业项
目，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

“困难群体就业是必须补齐的短板。”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市通过公益性岗位、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求职补贴等就业援
助方式，更精准地帮助大龄失业人员、长期失业人员、失地农民、就业
困难大学生和残疾人等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更精准的援助政策

“岗位多，更新快，不熟悉电脑的村民都爱用它找工作。”对安装
在村委会的公共就业信息发布平台，53岁的高新区丰李镇董窑村村
民尚女士赞不绝口。

针对就业服务信息不畅等问题，我市大力推进集招聘、求职等服
务于一体的公共就业信息发布平台建设，实现省、市、县、乡（镇、街道）
实时联网，并进一步向产业集聚区、中心村、贫困村和社区延伸，为劳动
者和用人单位提供更便捷的就业服务。目前，全市已建成县级公共就
业信息发布平台36个、乡（镇、街道）级平台189个、贫困村平台669个。

市人社局还在门户网站增设了“高校毕业生网上报到服务平台”
“创业担保贷款个人查询平台”等7个网上办事服务平台，“洛阳人
社”手机APP具备职业介绍、培训服务、社保查询和办理等功能。

线上有平台，线下有活动。我市定期收集产业集聚区、重点企业
用工信息，举办“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民营企业招聘周、高校毕
业生双向选择洽谈会、中高级人才招聘会等活动，在企业和求职者之
间搭建起交流平台。

“没有相关技能，又不想花高价去民办机构参加培训，本以为创
办糕点店的计划会搁浅。”市民金浩说，是政府的免费培训，圆了他的

“老板梦”。去年5月，在市就业技能培训中心经过三周的培训后，金
浩学会制作6种糕点，还拿到了中式面点师初级技能职业资格证书，
在洛龙区香山路开了一家糕点店。

市人社、民政、残联等部门根据市场用工需要，开设了计算机、烹
饪、面点、电工、电焊、按摩、家政服务、汽车维修、汽车驾驶等多个专
业，采取全日制、半天制、夜班、服务上门等多样化培训形式，对失业人
员、农民工、退役士兵、残疾人开展再就业专业技术培训、职业技能等
级鉴定培训、安全操作特殊工种培训，满足各类就业群体的不同需求。

政策咨询、信息发布、现场招聘、技能培训……我市整合各类资
源，逐步构建起“一站式”“一条龙”就业服务平台。

“一站式”就业服务平台

就业是民生之本，创业是就业之源。有创业想法，没项目怎么
办？我市建立专家评估论证的完整创业项目推介体系，多渠道征集
创业项目建立创业项目库，并通过各级公共就业服务平台、网站、微
信等媒介向社会展示、推介。

有了项目不知咋干？我市组建了大众创业专家导师团，为创业者
提供项目评估、市场分析、管理咨询和融资对接等全方位、专业化服务。

有项目缺资金怎么办？对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复
员转业退役军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等创业者，我市提供最高额度为
4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

建设创业孵化基地是推进大众创业的重要载体。我市对普通高
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和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创办的创业实体，在市级以上
(含市级)创业孵化基地内发生的运营费(物管费、卫生费、水电费等)，按
照每月每平方米15元标准，在3年内给予不超过当月实际费用50%的
补贴，年补贴额最高1万元。同时，我市在全省首推孵化成功奖励补贴，
在3年孵化期内，每成功孵化一家企业给予孵化基地3万元奖励补贴。

返乡农民工是大众创业的重要群体。我市出台了《关于支持农
民工返乡创业的实施意见》，力争解决返乡农民工在项目立项、企业
选址、用地审批、用工、融资等方面的困难。

或白手起家，事业有成；或返乡创业，反哺家乡……越来越多的创业者
以小起步，聚小成大，在广袤的河洛大地铺展出一幅就业创业的新画卷。

“就业创业是惠民生、促发展、保稳定的重要举措。”市人社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将健全覆盖全民、贯穿全程、辐射全域、便捷高效的全
方位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大规模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
者大军，为实现经济发展高质量提供强有力支撑。本报记者 姜明明

全要素的创业服务

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现有的人才培育模式已经远远落
后于产业发展的需求。面对就业难和招聘难的矛盾，需要转
变人才培育模式，紧追产业发展前沿，结合企业转型升级的需
求，大力培养应用型人才。因此，要鼓励各级院校和职业培训
机构与企业开展合作，把培训和应用紧密结合，实现从应试导
向到应用导向的转变、从按照大纲输出到按照需求输出的转
变，进一步完善、壮大人才培训体系和师资力量，从而更好地优
化我市的人才供给现状，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撑。

——河南青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河洛人才网
CEO黄伟 （明明 整理）

“数”说就业
今年上半年——
●全市城镇新增就业66962人，其中，失业人员再就

业12020人，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4726人；新增农村劳
动力转移就业 17462人，主要就业目标实现了任务时间
同步。

●认定公布了3批41家就业见习单位，提供见习岗
位1554个，发放见习补贴37.3万元，将大学生见习市财
政补贴由每人每月700元上调至1000元。

●组织就业技能培训4439人，创业培训6700人。
●市人力资源市场举办日常招聘会75场，参加招聘

单位4436家，提供就业岗位63990个，参加招聘求职人
员87846人次，达成意向27336人次。

■延伸阅读

奔上 幸福路就业
大型招聘会吸引众多高校毕业生应聘

招聘会进乡村

香菇种植科技扶贫培训

农民学习电商知识

贫困户当起生态护林员

家政服务现场招聘会，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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