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促就业举措应出尽出 拓岗位办法能用尽用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曾诗阳 韩秉志 马春阳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今年“城镇新增就
业900万人以上”的目标，但今年仅高校毕业
生就达874万人，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全国人大代表、宁波大学校长沈满洪算
了算账：“今年高校毕业生有874万人，考虑
到目前国际形势，留学生回国就业至少还有
几十万人。这样一来，仅国内高校毕业生和
回国留学生就可能达到900万人左右。”

沈满洪代表认为，今年教育部出台了研
究生扩招政策，让一部分本科生就业适当延
期，这既可以增加人力资本，又可以缓解当年
就业压力。对于那些不能升学读研的毕业生
来说，沈满洪代表建议从供给侧、需求侧、政
府政策三方面来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

在供给侧方面，大学要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高校还应鼓励学生自主创业，提高毕业

生创业率。
在需求侧方面，沈满洪代表建议用人单

位转变观念。“人才有再培养再塑造的过程，
本科是通识教育，毕业生到单位后，很多技能
要重新培养。企业招聘人才时，只要大学生
基本素质好，学习能力好，有培养潜力，就可
以考虑录用。”沈满洪代表强调，政府部门和
公立单位，要积极响应中央拓展就业岗位的
号召，尽可能挖掘就业潜力。

从政府政策角度，沈满洪代表建议政府
促进供需双方信息对接，适时调整大学的学
科专业。“目前，大学学科专业是教育部统筹，
好在现在放开了自设学科和专业的口子。”沈
满洪代表说，只要供需信息畅通，学校就可以
及时调整专业，使得需求和供给对口程度尽
可能高，从而提高大学生就业率。

“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千方百计稳定和扩
大就业”“提供不断线的就业服务”……在今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就业”一词频频出现。

代表委员们表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是做
好“六稳”“六保”工作的首要任务，也是做好全局
工作必抓的“牛鼻子”。“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没有
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而是直接提出城镇
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6%左
右，城镇登记失业率5.5%左右的目标，体现了就
业优先政策的思想。”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劳动和
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莫荣表示。

保上亿市场主体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全国城镇
调查失业率为6%，人数有所上升。目前，全球新
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续蔓延，加上今年高校毕业生
达874万人，就业面临空前压力。

保就业就要保上亿市场主体，市场主体有活
力，稳住就业的目标就能实现。

“我国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保持制造业
就业稳定是当前稳就业的关键。”全国人大代表、
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表示，自2月初
起，联想一直在积极推进复工复产，在武汉、合肥
等生产基地招聘了1500多名“共享员工”，为短
期失业人群提供电脑、服务器、手机组装和包装
等临时工作机会。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郑亚
莉提出：“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是保就业的中坚
力量，也是受疫情冲击的主要对象。政府帮助他
们渡过难关，在现有援企稳岗政策基础上，进一
步加大支持力度，是实现稳就业保民生目标的关
键一步。”

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应将稳定
企业、扩大就业作为出发点。对此，政府工作报告
也作出了相应部署。在财政政策方面，坚决把更
大力度的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到企业，预计全年为
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在金融政策方
面，推动中小微企业贷款可获得性明显提高，让
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

“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户作为经济的‘毛细
血管’，承载了半数的城镇就业，是稳定就业的

‘蓄水池’。”全国人大代表、卓尔控股董事长阎志
表示，应对稳定经营、吸纳稳定就业、服务民生的
小微商户，根据承租经营面积或安排就业岗位数
量给予每个商户10000元到 50000元的现金
补贴。

“保就业需要新的经济增长点，要通过产业
发展促进就业稳定。”全国人大代表、天能集团董
事长张天任指出。

从就业政策本身来看，政府支持力度也在不
断加码。不仅要做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
工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工作，也要重视残疾人等困
难群体的就业帮扶工作，并对低收入人员实行社
保费自愿缓缴政策，涉及就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全部取消。同时，明确今明两年职业技能培训

3500万人次以上，高职院校扩招200万人，要使
更多劳动者长技能、好就业。

“我国经济增长潜能还有很大空间，技术创
新与应用正逐步取得突破，加上及时出台一系列
宏观经济和稳就业政策，经过努力有望实现全年
就业稳定向好。”莫荣委员说。

拓展就业新渠道

疫情期间，灵活就业模式在推动在线经济发
展和企业复工复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外卖
小哥、网络主播、云客服、直播讲师等新岗位吸纳
了大量就业。发展灵活就业，是增加新就业、促进
再就业的重要渠道。

“数据显示，从2月10日到4月10日，美团
新增骑手33.6万人，饿了么新增骑手24.4万人，
共新增58万个就业岗位。3月份，全国灵活就业
人数增长20%左右，这说明灵活就业对稳就业
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
副主席高小玫说。

高小玫委员指出，灵活就业已成为就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能显著缓解就业矛盾，但灵活就业
制度建设滞后。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促就业举措要应出
尽出，拓岗位办法要能用尽用，清理取消对就业
的不合理限制。“必须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的权益
保护和社会保障水平，取消不合理限制灵活就业
的规定，促进灵活就业的发展。”多位代表委员提
出建议。

从立法层面来说，高小玫委员建议赋予灵活
就业应有的法律地位，赋予其法定就业属性。“在
现有劳动合同法内容暂不修改的条件下，制定灵
活就业法，定义新的灵活就业范围，并从地方劳
动登记监管、失业管理和保障、工伤保障以及职
业培训体系等方面，对灵活就业作出相应规定。”
高小玫委员说。

从社保层面来说，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萍
钢安源钢铁有限公司环保部部长温菲建议，调整
社保政策“有劳动关系才可以缴纳社会保险”的
基本思路，确立没有劳动关系也可以缴纳工伤保
险的规则。对于可能为多个用人单位服务的新业
态就业人员，从制度上明确应由哪个公司主体开
设社保账户，确定工伤保险缴纳责任主体。

针对共享经济用工模式快速增长的需求，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滨海新区政协副主席蔡
庆锋建议，支持发展共享用工、就业保障，为
灵活就业者打造线上管理服务平台。“如打造

‘互联网+税务’平台，集合共享用工众包+资
金结算+委托代征+个税核定等功能，完善行业
运营模式和健全税务监管服务机制。”蔡庆锋委
员说。

“推动将外卖骑手纳入人社部《国家职业资
格目录清单》，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等工作。”全国
人大代表、江西省南昌公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一公司党支部副书记喻春梅说。

“为一个拥有300万至400万从业者的群
体提供有效的保障和关爱，对以更加灵活的形式
促进‘就业减贫’有着重要意义。”喻春梅代表建
议，组织开展各类暖心事迹宣传、最美外卖员评
选等活动，宣传树立行业模范人物，做好外卖小
哥的心理关爱。

全国人大代表沈满洪：

畅通供需促大学生就业
本报记者 佘惠敏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资助以训稳岗，今明
两年职业技能培训3500万人次以上，高职院
校扩招200万人，要使更多劳动者长技能、好
就业。

“这一支持政策，对我国职业教育来说是
巨大利好消息，其重大意义在于加快培养千
万高技能人才，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和创业

本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国政协委员、中
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苏华说。

苏华委员表示，各行各业对技术技能人
才的需求越来越紧迫，职业教育重要地位和
作用越来越凸显。但当前职业教育吸引力不
足，成为高技能人才缺乏、制造业核心技术薄
弱的深层次原因。

在苏华委员看来，要落实好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职业教育的重大方针政策，核心是要
解决好职业教育的吸引力问题，实现从职业
教育“多招生”到“招好生”的转变，激发职业
教育的内生动力，让更多青年成为高素质高
技能的综合性专业技术人才。

苏华委员建议，以深化职教高考为抓手，
畅通中职、高职到本科和专业学位研究生的
人才培养通道，完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
体系。国家每年职教高考和普通高考本科招
生计划的占比，应按照当年中职毕业生和普
通高中毕业生的数量之比确定。

“以深化校企合作为抓手，助推职业教育
支撑产业发展、提升技术进步的能力，形成产
教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苏华委员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苏华：

职业教育要更有吸引力
本报记者 熊 丽

或许是由于同名同姓的缘故，全国政协委员、北
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吴浩在紧张
忙碌了一天后，5月23日深夜欣然接受了经济日报
记者吴浩的独家采访。

“亲身见证和参与这场战‘疫’，是我今年完成的
一份特殊委员作业，也是我这辈子做得最有价值的
一件事。”吴浩委员这样评价自己51天的武汉战

“疫”历程。
2月6日，吴浩委员登上了开往武汉的火车。“逆

行”武汉，重任在肩。吴浩委员作为中央指导组防控
组社区防控专家组组长，到武汉帮助指导社区防控
工作。

到达武汉后的第二天，社区防控专家组26人就
分为13个组，深入武汉13个区、21个街道调研。

“我们发现社区防控存在很大漏洞，人员还在无
序流动，超市里全是人。当时，武汉的方舱医院还没
有建起来，还有大量新冠肺炎患者在社区，交叉传播
感染的风险很大。”吴浩委员说。

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是疫情防控的关键
举措。

2月8日，社区防控专家组建议，在武汉全市采
取封闭社区措施，所有风险人群居家隔离，以阻断社

区传播。2月11日凌晨，武汉市发布通告，决定在
全市范围内所有住宅小区实行封闭管理。

“封闭社区，是我们到达武汉后提出的第一个建
议，就被中央指导组和武汉市认可采纳。对我们而
言，这无疑是工作上的信任和肯定。”吴浩委员说。

社区防控看似平凡，但关系着整个疫情防控战
役的成败。

让吴浩委员最为感动的是，疫情暴发初期，社区
工作者、志愿者们密切接触病患的风险很大，但没有
人退缩，都坚守岗位。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在专家的
指导下，积极开展宣传、排查、登记、消杀等工作，在
社区防控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有时候，他们晚上不睡觉，就看居民楼上哪家
的电灯还亮着，灯亮着的家庭如果没有登记，他们就
开展‘敲门行动’，上门排查。”吴浩委员说。

在抗击疫情中，武汉市民对社区防控工作给予
了高度配合。吴浩委员表示，居家的武汉市民也作
出了突出贡献，他们不清楚要封闭多久，心理上难免
会产生波动情绪，但都服从社区防控需要，保证了社
区防控工作顺利开展。

“社区防控最大的难点是‘保供’，要保证居民‘吃
得上饭’。当时，有‘爱心菜’‘爱心肉’，我们也通过建

群、团购、无接触支付等方式，满足了一些居民的个性
化需求。”吴浩委员说，武汉这座1000多万人口的城
市“停摆”，靠的是举国之力来保障其物资供应。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
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对
此，吴浩委员深有感触。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就是一场‘人民的战役’，既
要依靠人民，也是为了人民。社区防控工作就是要
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交叉感染，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
健康。”吴浩委员清楚地记得，一位街道书记眼含热
泪对他说，“你们是切切实实来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的，是‘接地气’的专家。”

在常态化防控新阶段，吴浩委员建议，要完
善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的社区治理，发
挥社区卫生医疗机构的“哨点”作用，加快
培养出一批接地气、善动员、专业强的
复合型基层医务人才。此外，还要
总结群防群控经验，既要打疫情
防控的“人民战”，也要打“科
技战”，筑牢人民群众生
命健康的“屏障”。

经济日报记者吴浩对话政协委员吴浩：

“参与武汉战‘疫’，是一份特殊的委员作业”
本报记者 吴 浩

吴浩委员（中）在湖北省武汉市抗疫期间，深入一线指导社区防疫
工作。 （资料图片）

5月25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前，人大上海代表团周燕芳、廖昌永、樊芸、吴光辉、章伟民

（从左至右）5位代表就稳定和扩大就业等话题进行热烈讨论。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