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化设备挥动着摇臂，将摆放好的模板封板和加强筋
焊接到一起；工人们戴着口罩，快速完成钻孔、冲孔、焊接作业
……河北盛卓建筑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
景象。

河北盛卓建筑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位于邯郸市肥乡区经济开发
区，是一家拥有9项国家核心技术专利的现代化建筑设备制造业
集团。受疫情影响，春节过后部分工人无法按时返岗，企业无法全
面复工。

“春节之前，企业生产订单就已经排到了7月份，春节之后就
要按照合同交付履约了。”该公司副总经理杨建山说。

一方面大额订单不断，另一方面企业“一工难求”，怎么办？
杨建山说，企业刚刚复工的那几天，一共只有生活在本地的100
余名职工返岗。“为帮助我们解决困难，人社部门多方协调，与各
乡镇紧密配合，利用微信矩阵群、电视广告滚动播放、农村大喇
叭等方式做招工宣传。短短几天时间就有超过200人来公司应
聘。”

同时，肥乡经济开发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还为企业提供了
200万元技改资金，并组织技术专家指导企业，将年前投资1200
万元引进的全自动机器人设备全部安装并调试完毕，解了企业的
燃眉之急。

“我们新引进了10条‘全自动走道板焊接生产线’，每月能生
产5000余吨智能爬架设备，产能提高了3倍以上。”杨建山说，目
前用新设备生产的第一批价值2000余万元的产品已经顺利发往
合作单位。

“虽然今年开工比往年晚了几天，但由于公司上了全自动化生
产设备，产能比之前翻了几番。我们不用加班加点，收入还提高
了。”公司职工李杰说。

目前，河北盛卓建筑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的500多名员工已
经陆续返岗。公司正准备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跨界”生产口
罩。“我们预定了7台口罩生产设备。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和发展
改革局为我们开启了‘绿色通道’，不到1天时间就办下了营业
执照，预计1周内可正式投产，口罩日产能将超过70万只。”杨
建山说，疫情面前，社会各界需要齐心协力。“我们虽然不能到
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但我们有生产能力，社会需要什么，我们就
生产什么。”

2月29日上午，8名戴着口罩的缝纫工人正在李丹俊位于青
岛胶州市铺集镇逄家沟村的家里忙活着。这个由农家小院改造成
的“微工厂”宽敞明亮，一大排缝纫机整齐地码放着，旁边叠放着工
人们刚刚加工好的窗帘成品。

再看“车间”门口，疫情防控“作战图”、员工信息台账、消杀台
账等一应俱全，所有人员入内均须接受体温检测，完成信息核对。

“别看俺这个地方不大，买卖可不小，不仅自己能赚钱，还能带
动村民一起致富。我们的产品还能出口赚外汇呢！”“微工厂”负责
人李丹俊告诉记者，大家正在忙着的是澳大利亚的订单。“我们住
得都不远，算是在家门口上班了。而且，走两步就回家了，家里啥
活也不耽误。”

“我们是计件付工资，工作时间很灵活。”李丹俊说，派单公司
定期往“微工厂”送原材料，顺便把成品拉走，有事微信、电话沟通，
不出村一样可以挣钱。

近年来，“微工厂”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起来。位于铺集镇松
园村的青松服装厂就切实感受到了“微工厂”的优势。“虽然是小加
工点，但防护措施一点不差，标准甚至更严格。而且，镇上配备了
专门的网格员，每天都过来监督检查。加上他们的职工都来自本
村，人员情况熟悉，开展工作容易很多。”青松服装厂负责人刘衍芳
告诉记者，目前厂里的订单已经排到了5月份，很多都是出口订
单，每月的产值在30万元左右。

“目前，全镇有20多个村庄都建起了类似的‘微工厂’，已经解
决了400多人就业问题。”铺集镇副镇长李坤说，疫情防控期间，镇
上的劳动密集型公司大多采取这种分散化生产方式，村民在“微工
厂”打工、家门口就业，农村闲散劳动力就这样被盘活了。

河北盛卓建筑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全面返岗产能增
本报记者 韩秉志

河北盛卓建筑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正在切割
作业。 李耀彩摄（中经视觉）

“微工厂”里打工忙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刘 伟 戚春萌

在李丹俊家的“微工厂”里，工人正在加工窗帘。
（资料图片）

就业稳则大局稳。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造

成的冲击，中央部署全面强化稳就业举措，
减负、稳岗、扩就业并举。面对疫情防控和
经济发展双重任务，各地各部门持续强化
服务，全力支持企业稳定生产，一系列政策
密集出台，打出了稳就业“组合拳”。

减负清障为企业增信心

想要稳就业，首先需要稳企业。当前，
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出台了多项政
策措施，在稳定预期、扶持中小企业等方面
取得了良好效果。

日前，国务院决定阶段性减免企业社
保费、医保费和实施缓缴住房公积金政策，
极大提振了中小微企业的信心。据初步估
计，此次推出的阶段性减免企业3项社会
保险单位缴费，预计减免规模将超过5000
亿元，比去年较大幅度降低社保费率综合
方案的力度还要大。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有关负
责人表示，中小微企业占广东省企业总数
的99%以上。政策实施后，广东省将免征
中小微企业在养老、工伤、失业3个险种的
社保费，总额达748亿元，占此3项保险减
免总额的93.4%。

为支持企业快速复工复产，帮助中小
微企业渡过难关，各地人社部门以“不见
面”审批方式，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加力加
速推进稳岗返还政策落地见效。

在交通管制、小区封闭的情况下，湖北
宜昌以“不见面”方式迅速完成稳岗返还各
个业务经办环节。宜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联合市财政局、税务局、市场监管
局，在下沉社区参与防疫执勤、体温监测等
工作的同时，利用夜间时间甚至通宵加班
加点，力争以最快速度完成资金测算、资格
审核、部门联审、政府审批、财政拨付、银行
转账等工作。

在江苏苏州，人社部门先行兑现失业
保险稳岗返还，变被动等待为主动服务，全

程实现“免填表”“免申报”“免跑腿”，为中
小微企业注入活力。2月17日，当地一家
专门为集体用餐提供配送服务的企业，在
没有主动提交任何申请材料的情况下，
收到了市人社局发放的稳岗返还资金
47.67万元。这让企业负责人很是意外，更
感暖心。

专车专列帮助员工返岗

统计显示，截至2019年，我国农民工
总数为2.9亿人，其中有1.7亿人外出务工，
包括7500万人跨省务工。

“春节之后原本是农民工返城找工作
的高峰期。今年受疫情影响，很多人不想
外出、不敢外出、不能外出。目前，农民
工用工情况整体呈现出东部地区企业用
工有缺口、中西部地区农民工滞留多的
格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游
钧说。

要想将还没能正常复工的农民工安全
有序地从“家门口”送到“厂门口”，首先要做
好精准信息摸排工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上线“农民工返岗复工点对点用工对接
服务平台”，帮助各地及时掌握农民工返岗
需求，积极做好用工服务，深入企业了解开
复工时间、职工返岗、用工缺口等情况，多措
并举鼓励低风险地区尽快返岗复工。

“到了，到了！请大家拿好随身物品，
间隔2米，依次下车。”不久前，5辆客车平
稳驶入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工业园东区。
当天，第一批来自17个乡镇的129名员工
安全抵达工业园。经过登记、测温等即可
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此，遂川县交
通运输局特意准备了5辆应急中型客运车
辆，并安排7个班次。同时，为帮助企业复
工复产，遂川县采取驻企帮扶机制，督促企
业落实各种疫情防控措施，帮助协调解决
防控物资、用工、资金不足等问题。

为缓解企业用工荒，湖南省永州市江
华瑶族自治县出台政策，对2月底以前到
园区企业或者到乡镇扶贫车间上班，且连
续上班3个月以上的员工给予每人300元

的一次性补贴。疫情发生后，县里还在每
个村安排一位村干部作为招工联络员，对
村里劳动力求职意愿摸底，并在县镇村三
级“连心桥”微信群发布园区企业岗位需求
信息。

“去年我打工的工厂到现在也没有开
工。在家里闲了1个多月，没有收入啊！
镇里包车免费带我们到高新区来应聘，可
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2月27日，江华瑶
族自治县涛圩镇新大山口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冯世雄感慨地说。据了解，从2月24日
起至2月27日，江华瑶族自治县16个乡镇
共组织600余人到高新区各家企业“露天
面试”、现场对接，其中有400余人当场达
成就业意向。春节期间，高新区各企业共
新录用了1116名员工。

“我们建立了24小时重点企业用工调
度保障机制，动态调整企业清单，设立服务
专员，通过‘帮助返岗、余缺调剂’等方式解
决用工缺口。”游钧说，人社部门还推出六
个“一批”举措促进农民工就业，包括支持
返岗复工一批，帮助招聘录用一批，动员投
身农业解决一批，鼓励重大项目吸纳一批，
扶持创业带动一批，开发公岗安置一批，保
障农民工基本生活需求。

灵活招聘拓宽就业渠道

受疫情影响，传统招工模式受到巨大
冲击。一方面，不少地区的劳动力待业在
家，处于闲置状态；另一方面，生鲜电商、快
递配送等行业需求集中爆发，急需大量劳
动力补充。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全国总工会等四部门联合发布意见，鼓励
灵活安排工作时间。在疫情防控期间，为
减少人员聚集，鼓励符合规定的复工企业
实施灵活用工措施。

在就业这个“大盘子”里，做好贫困劳
动力就业工作是重要方面。游钧表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务院扶贫办围
绕优先复工、优先外出、优先吸纳、优先安
置、优先服务五方面，加大就业扶贫政策支
持力度。同时，明确对“三区三州”等深度
贫困地区“政策资金要倾斜，岗位投放更密
集，劳务输出更有序”，并提出在资金、政
策、保障等方面对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给
予照顾。

近日，美团发布消息称，将启动“春归
计划”，以长期就业和灵活就业相结合方式
向全国提供逾20万个工作岗位。“春归计
划”专门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开通绿色通
道，相关人员可以在应聘时提供“扶贫手
册”信息页，或携带当地政府扶贫部门开具
的证明。据统计，美团“外卖骑手”中包括
数十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员，他们中的绝大
多数已经通过自力更生实现脱贫。

今年高校毕业生人数达874万人，同
比增长40万人。游钧表示，要加快完善落
实就业创业政策，鼓励企业吸纳一批，引导
基层就业一批，支持创业带动一批，并协同
做好机关事业单位的招聘考录工作，千方
百计挖掘就业机会。

记者从智联招聘获悉，今年以来，智
联招聘举办了100余场“空中双选会”，为
企业和应届生求职应聘搭建双向互动的
线上专场。从招聘情况看，企业不仅没
有因疫情停止招聘，而且还主动将线上
招聘会的时间提前，努力“抢占”优秀人
才资源。

“我们将紧紧围绕稳定经济增长扩大
就业、支持企业发展稳定就业、突出重点群
体保障就业等重点工作，帮助高校毕业生、
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及时返岗，努
力降低疫情对就业的影响，努力确保就业
局势总体稳定。”游钧说。图为湖南一企业招聘现场。 （资料图片）

湖南省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涛圩镇组织专车送企业员工返岗。 （资料图片）

人社部门全力支持企业——

减负稳岗保就业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韩秉志

疫情期间，如何帮助退役军人实现充
分就业创业？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充分
发挥网络平台优势及政策引导扶持作用，
探索“不出门”“零接触”实现招聘、就业、复
工无缝对接等方式，取得明显成效。

2月27日，退役军人钟龙在四川省遂
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帮助下，拿到了自己
创办企业的营业执照。“真没想到会这么顺
利。本来疫情期间出门就不方便，我又是
第一次尝试创业，感谢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的工作人员在非常时期一直帮助我、支持
我。”短短几天时间里，钟龙的企业已经吸
纳了3名退役军人到岗工作。

退伍后一直在外务工的钟龙，也做过
一些小生意，但由于社会经验和经营管理
能力不足，均不成功。2019年，他回到家

乡遂宁，参加了今年1月份由市退役军人
创业孵化中心开设的创业培训班。

“疫情发生后，中心迅速协调开展线上
培训，网络直播课程也十分丰富，工作人员
还帮助我在线提交企业注册申请材料，引
荐资金渠道。”钟龙说。

为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期间退役军
人就业帮扶工作，遂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全力开展全市退役军人摸清底数“不踩
空”、就业保障“不掉线”、创业服务“不打
烊”、技能培训“不断电”等重点工作。据该
局就业创业科科长谢帝乔介绍，全市不少
退役军人都形成了通过网络平台查询工作
岗位的新习惯，目前已有5600多人达成了
就业意向。他们还开通退役军人就业服务
热线，为退役军人解答各类就业政策问题，

并组建了180人的专家团队，对退役军人
就业创业全过程实行全链条帮扶。

如果说，细致到位的服务为退役军人
创业扫清了障碍，那么，在全国各地接连开
展的一场场网络招聘会，则点燃了退役军
人的就业热情。

去年9月份退役的李栋梁最近正在参
加退役军人职业技能培训课程。“往年春节
之后就是用工潮。我本来就没有经验，加
上疫情原因，确实很担心找不到工作。”李
栋梁说，没想到结果远超他的期待。通过

“退役职通车”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专场招
聘会信息，他向5家单位在线投递了简历，
收到3家单位的线上面试邀约。最终，他
选择在离家最近的公司上班。“全程无接
触，只要手机点点、视频连线就能找到心仪

的工作，网络招聘太赞了。”
数据显示，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一经

推出，便受到了各方的高度关注。截至目
前，已有170余家企业提供了7600多个岗
位，1800多名退役军人在线投递了简历，
其中超过450人达成就业意向。

据了解，为从源头减少失业、稳定就
业，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主动担当作为、
靠前提供服务，在充分了解退役军人创办
企业实际困难的基础上，积极协调各部门，
为他们复工复产创造条件。

江西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要求各地退役
军人事务部门收集退役军人创办企业的用
工需求、复工难题。截至目前，已收集问题
800余个，其中659个已经解决。

最新数据显示，江西全省退役军人创
办企业复工复产率超过80%，10余万名退
役军人正陆续返岗复工；安徽省多地组织

“退役军人先锋队”“红色跑团”等退役军人
志愿者团队，“一企一策”手把手协助制定
复工申请材料，确保企业在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的同时，及时投身生产……创新工作
方法，做好精准服务，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正
以积极进取的姿态迎接“春天”到来。

创新就业扶持方式——

用心服务退役军人
本报记者 郭静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