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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人社部
门的工作上接党心、下连民心。市人社
局要求，全市人社系统要把“三包三联”
活动作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和治欠
保支的重要抓手，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工作结合起来，同年度工作目标任务结
合起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扑下身子，
沉到一线，深入农村、社区、企业密切联
系群众，广泛宣传稳就业保就业政策措
施，找准工作中的薄弱环节、短板漏项，
提出务实管用的解决对策，切实维护农

民工合法权益，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把惠民
生的事办实、暖民心的事办细、顺民意
的事办好，以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精
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推进“三包三联”工
作开展，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③

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14日主持召开国务
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
要进一步强化政策引导，在保持稳就业政策
总体稳定的同时，有针对性优化调整阶段性
政策并加大薄弱环节支持力度，确保就业大
局稳定。要突出稳存量、扩增量、保重点，既
有力有效实施稳岗支持和扩岗激励措施，更
大程度调动企业用人积极性，又认真做好高
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服务，进一
步稳定政策性岗位规模，多渠道拓宽就业空
间。对失业和其他就业困难人员要分类予以
帮扶。要着力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采取务
实管用措施稳定制造业、外贸企业等就业规
模，突出就业导向优化高校专业设置，面向市
场需求提升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质量。要强
化宏观政策、产业政策等支持，通过扩大有效
需求、提振市场信心、稳定企业经营带动更多
就业，推动就业增长与经济发展互促共进。

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稳，民心就稳。为
进一步做好稳就业保就业工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以下简称省人社厅）在全省人
社系统内开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三包三
联”活动，下发《关于印发开展促进高质量充
分就业和治欠保支“三包三联”活动工作方案
的通知》，包联方式为厅级干部包地市，联系
重点行业；处室负责人包县（市、区），联系一
个产业聚集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以下简称市人社局）领导班子包县（市、区），
联系该县域特色产业链；科级干部包重点企
业，担任人社服务专员，联系涉及用工保障的
相关部门。活动坚持重心下移、一抓到底，资
源投向基层、力量沉到基层，确保活动取得实
效。

市人社局按照省人社厅要求，结合新乡
实际，经局党组研究，制订了新乡市《开展促
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和治欠保支“三包三联”活
动工作方案》，明确包联方式，市人社局县级
干部包县（市、区），并联系县域特色产业链；
市人社局科室以及局属单位负责人、县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科级干部包重点企业，并
担任人社服务专员，联系涉及用工保障的相
关部门，确保包到产业链、包到企业、责任到
人。同时，收集企业用工需求，征求企业意见
和建议，宣传人社政策，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
人社服务。

健全组织机制，加强“三包三联”工
作推进。成立由市人社局党组书记、局
长岳绍琪任组长的领导小组，组建工作
专班。明确 12 位县级领导包 15 个县
（市、区），21 个科室和局属单位负责人
分包105家企业，县（市、区）以95家用工
量大的规模性企业为重点进行包联。
各县（市、区）成立工作专班，制订“三包
三联”工作实施方案，推动“三包三联”
工作的落实。

明确任务分工。“三包三联”对各层
级人社干部要求不同、分工不同，对市
人社局县级干部，要做到包县（市、区），
重点关注各县（市、区）就业创业政策落
实情况，重点企业用工保障情况，高质
量充分就业示范创建情况；“人人持证、
技能河南”建设工作目标完成情况，实

名制培训台账建立、培训评价结构质量
情况；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保
障制度落实情况。对市人社局科级干
部和各县（市、区）科级干部要求是，负
责包联辖区重点企业，当好“惠企政策
宣传员、发展情况调研员、涉政事务代
办员、营商环境监督员”。

确保工作成效。把“三包三联”活
动作为促进人社事业发展的重要抓手，
作为压实干部包联责任，帮助所包联县
（市、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切实做到
“包调查、包落实、包协调、包解决”。包
联实行首问负责制，包联负责人既负责
收集县（市、区）和企业反映的问题，又
要帮助县（市、区）和企业解决问题。在
包联过程中要注重方式方法，做到既亲
又“清”，不能给基层、给企业增加负担。

抓就业创业政策落实。掌握各县
（市、区）就业创业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了解惠企纾困、就业创业、技能培训等
方面的政策落实情况，解决政策棚架、
政策乏力问题。了解就业补助资金地
方财政配套及支出情况，帮助群众（企
业）应享尽享补贴政策，解决各类补贴
资金发放不及时、落不到应享受对象身
上的问题。了解基层对政策的理解情
况，回应基层合理诉求，解决政策落地
卡点问题。

抓重点企业用工保障。指导各县
（市、区）建立企业用工保障工作机制，
确定重点企业名单，了解重点企业用工
保障“三个清单”（用工需求清单、问题
解决清单、人社政策清单）落实情况，解
决企业招工难题。

抓高质量充分就业示范创建。深
入开展省（市）高质量充分就业社区、高
质量充分就业示范高校（院系）、返乡创
业示范园区（项目）、人力资源品牌建设
示范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示范县）
创建活动，争创国家级公共就业创业服
务示范城市、创业型城市，打造一批具
有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志性成果。

抓“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质
效。了解“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政
策落实、资金统筹拨付情况，掌握年度
目标任务完成、实名制培训台账建立、
培训评价结构质量情况，督促出台有关
配套政策措施，协调解决推进难题。

抓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
保障制度落实。督促各县（市、区）狠抓
在建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缴存、
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开设及使用、总承
包企业代发农民工工资等制度落实情

况，了解我市农民工工资支付监管系统
应用和欠薪线索办理情况，确保农民工
工资支付长效制度落实落地，推动根治
欠薪源头治理。

抓人社系统营商环境建设。将“二
马”办公机制贯穿“三包三联”始终，围
绕人才引进、劳动就业、社会保险等开
展送政策到企业助企纾困活动，为企业
发展助力，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三包三联”活动的开展，起到以点
带面的示范作用，一季度，全市发放就
业吸纳、社保补贴、职业介绍等政策性
补贴 4314.5 万元，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2.34 万人，完成省定年度目标的 30%。
截至 3 月底，全市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
就业 14235 人，完成省厅目标任务的
60.6%。持续帮扶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
业。对“零就业”家庭，强化“一对一”精
准帮扶，切实兜牢就业民生底线。截至
3月底，全市失业人员再就业4920人，完
成省定目标的 32%；就业困难人员实现
就业 1876人，完成省定目标的 38%。今
年 4 月份，我市被评选为全国公共就业
创业服务示范创建城市。

同时，对接我市5大传统支柱产业、
4大战略新兴产业和2大未来产业，建立
与产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技能培训体
系，高质量推进“人人持证、技能河
南”。截至3月底，我市共开展各类职业
技能培训 7.54 万人次，新增技能人才
4.75万人，分别完成目标任务的39.71%、
39.61%。成功申报了河南全民技能振兴
项目工程 10 个，其中 1 个省级高技能人
才培养示范基地，4 个省级技能大师工
作室建设项目，2 个省级世界技能大赛
重点赛项提升项目基地，3 个省级人力

资源品牌培训示范基地，为职业技能培
训打下坚实基础。强化以赛促训，组织
参加河南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取得
10 金、12 银、8 铜的成绩，其中金牌数位
居全省第二。

今年，我市将以迎接国家根治欠薪
考核为契机，明确欠薪案件办理流程。
一季度，全市立案查处欠薪案件 52 起，
为225名农民工追讨工资367万元；非立
案协调处理290起，为138名劳动者讨要
工资2244万元。

5月6日，我市人社系统促进高质量
充分就业和治欠保支“三包三联”工作
推进会在辉县市召开，辉县市、长垣市、
获嘉县作了交流发言，分享了各自在

“三包三联”工作中的精彩亮点。平原
滤清器有限公司分享了本公司享受到
的人社服务，并对人社部门的服务提出
更高的要求。各县（市、区）人社部门负
责人、企业代表一同走进了辉县市零工
市场、就业直播间、公共就业服务中心、
佳怡社区、辉县市灾后重建城南片区
AC 地块中建二局建筑工地、辉县市米
多奇食品有限公司等地，通过听取汇
报、实地察看、调阅资料现场交流等方
式，详细了解了辉县市促进高质量充分
就业和治欠保支“三包三联”工作落实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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