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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春节用工紧张这几招管用缓解春节用工紧张这几招管用
——深圳市春节前用工情况调查

本报记者 杨阳腾

此心安处是吾乡
杨阳腾

新春将至，对于不少企业而言，

这是生产任务最为繁忙的节点。以

往，由于很多外出务工者返乡过年，

不少企业用工压力凸显。如今，在

国家“就地过年”倡导下，春节期间用

工情况更为复杂。春节返乡人数比

例历年高居全国前列的深圳市是如

何面对这一难题的？近日，经济日报

记者深入深圳用工一线调查发现，通

过精准施策，功夫在平时，深圳充分

激发市场活力，就业水平稳中有升。

又是一年新春佳节将至之时。对于不少企

业而言，春节前是生产任务最为繁忙的节点，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一些防疫物资出口企业尤为

明显。与此同时，在今年“就地过年”倡导下，春

节期间用工情况更为复杂。

深圳，作为一座年轻的移民城市，春节返乡

人数比例历年高居全国前列。同时，深圳又是一

座经济高速发展的城市，产业规模庞大，用工需

求量也相应很大。经济日报记者近日深入深圳

用工一线走访调查发现，为有效保障春节期间用

工需求，深圳通过精准施策，功夫在平时，充分激

发市场活力，成功实现就业水平稳中有升。

稳就业功夫在平时

每逢春节前，物流快递业的用工需求都会大

幅上涨，用工紧缺问题最为明显。为此，记者专

门前往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探访。

“顺丰全年无休，今年春节依然不打烊。为

全力保障节前用工，我们已提前 1 个月储备人

员，多渠道开展招聘，预计春节前新增用工 1770

人，一线人员达 1.7 万多人。”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招聘负责人蒋辉告诉记者，“在‘就地

过年’倡导下，今年留深过年人数有所上升，用工

情况有所好转，加之同城融合、丰巢柜等多种渠

道，整体可满足节前用工需求，目前资源储备已

到位。”此外，他们还将通过招聘流程简化、闲时

用工、异业合作、校企合作等方式保障节后用工。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今年深圳节前用工情况

总体平稳。综合 2020 全年来看，面对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形势，深圳市完善用工保障体制机制、

优化人力资源保障服务、全面落实稳岗扩岗政策

红利等，着力解决企业用工问题，2020 年就业水

平稳中有升。

“就业其实是个经济问题。”深圳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与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张

智荣告诉记者，“深圳市作为疫情暴发后广东省

最先实现经济回暖的经济体，2020年上半年经济

增速就已转正，就业规模也相应实现正增长。其

中，2020 年新增就业人数约 17.3 万人，超过预期

的15万人，且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相对正常。”

据张智荣分析，深圳劳动力市场就业特点鲜

明，与本地产业结构息息相关。作为一个创新创

业型城市，深圳二、三产比重、规模大，尤其是制

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占比高，对就业市场起到了

支撑性作用。

“我们通过抓住龙头企业，着力解决核心供应

链企业用工问题。”张智荣说，疫情发生以来，深圳

人社局通过成立核心供应链企业用工服务专项工

作组、建立核心供应链企业实名制台账等多种方

式精准施策，通过组织企业开展招聘会、组织技工

院校学生赴缺工企业开展顶岗实习等，多措并举

解决企业用工短缺问题。

龙岗区就是其中积极推动者。作为深圳产

业大区，龙岗区制造业用人规模庞大。早在2020

年 3 月，为帮助区内重点企业缓解用工紧缺问

题，加快推进企业复工复产，龙岗区人力资源局

就举办了历时 18天的“春风行动”网络公益招聘

会，期间网站访问量达5.5万人次，简历投递3000

余份。“因疫情影响，在家里待了很长时间，希望

早点找到工作。这次网络招聘会正好帮助了我，

真是太感谢了！”当时，不少应聘成功的求职者在

网络招聘大厅对客服人员表示感谢。

“2020 年以来，我们通过搭建企业用工招工

平台，在线上线下组织了多场招聘会，取得了良

好成效。”深圳龙岗区人力资源局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他们还组织了“优才中国行”校园云招

聘，帮助 558 家龙岗企业发布职位 1743 个，收到

求职者简历 1.2 万余份；协调人力资源机构为

3030家企业输送劳动力185091人。

“多年来，深圳持续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打造

高质量发展高地。”张智荣表示，为让广大劳动者

跟上产业发展步伐，深圳还通过大规模开展职业

技能培训、加强人才培养载体建设、深化技能人才

评价改革、举办职业技能大赛、强化高技能人才激

励保障等多种手段，全力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护住”市场主体

要从根本上解决企业春节前“用工荒”问题，

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才是关键所在。统计数据

显示，截止到 2020年 10月底，深圳市共有商事主

体 3511234 户，同比增长 9%。其中，深圳商事主

体以企业为主，占商事主体总量的 63%。张智荣

告诉记者：“深圳的市场活跃度非常高，而企业招

聘用工归根结底还是一种市场行为，只要企业活

了，市场就稳住了，就业岗位自然就多了。对政

府而言，更重要的是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

用，持续为企业减负，充分激发市场活力。”

其中，持续推进减税降费是提振市场信心、

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手段。

深圳市乐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是一家港式

餐饮门店，在罗湖区有 2 家分店。临近春节，店

里已开始着手准备年货与装饰。“2020 年是比较

艰难的一年，还好我们挺过来了，这多亏了免税

政策，让我们全年免税 10万多元。有了这些钱，

我们就能为员工多提供些福利，相信 2021 年一

定会更好。”该公司财务负责人高向斌对记者说。

燕罗永成蔬菜店是一家主营蔬菜、肉、蛋等

食品的小店，主要向公司饭堂、餐厅提供销售配

送服务，同时向市民开放零售。“我们店总共有 3

人，今年都不回老家过年，准备留下来多赚点

钱。我会给每个人奖励 1000 元作为留深补贴，

感谢他们过年期间帮忙。”店老板刘小成说，

“国家政策真好！在疫情防控税收优惠政策出台

后，2020 年我们减免了约 7 万元税款，这让我更

有底气给大家发红包了。”

此外，社保费用的减免与失业保险的返还，

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企业成本负担。张智荣

告诉记者：“2020年以来，深圳全面落实社保费减

免、延缓与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在疫情发生

后迅速出台配套政策文件，各部门联动多管齐

下，并充分利用大数据等新技术确保政策精准送

达。”

数据显示，目前深圳市参保企业超过 80 万

家。2020年2月至12月，深圳实际减免企业社保

费 475.83 亿元，为 38.27 万家单位办理延缴社保

费，缓解企业现金流超 92.36亿元；累计返还失业

保险资金 58.59 亿元，惠及 53.93 万户次企业和

1134万人次员工。

企业用心留人

走进深圳市宝安区志泫翰工业园，一辆辆货

车正在排队等候，工作人员正紧锣密鼓地安排货

物装运。这些即将装车运送的货品，均来自深圳

市利航电子有限公司。该公司总经理吴传杭告诉

记者，“我们生产的是 LED 背光源，可广泛使用

在医疗行业、智能穿戴、平板电脑、家电等众多行

业。因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导致医疗和教育等产

品需求上涨，近半年来，我们的订单大幅反弹，

2020年全年公司销售额比上一年上涨了约六成。

与此相应，我们对用工的需求也增加了”。

“前段时间，因为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公司

内部确实出现了一定恐慌，有一部分人想提前

走。”吴传杭坦言，“我们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现

在，大部分人接受了留深过年的建议，确需返乡

的员工比例在 30%左右，与往年持平。同时，我

们还在与园区食堂沟通，希望春节期间能够正常

营业，以最大限度解决员工吃饭问题。”

“企业用工最关键的是诚信，能够规范运营

管理、按时足额发放工资。此外，要能为员工提

供足够的职业发展空间。”吴传杭表示，“公司还

通过持续推进智能化转型升级，缓解用工压力。

生产线经自动化改造后，过去一条线需要 20 个

人，现在仅需四五个人。2020 年在扩大生产时，

政府给予了 100多万元设备补贴，极大缓解了企

业负担，让我们能够将更多资金用于员工福利。

不仅如此，深圳市人社局 2020 年还为我们减免

了 1 年的社保费用，组织 200 多名员工免费游览

华侨城世界之窗，对企业发展提供了有力帮助。”

沈树伟是第一批进入利航电子工作的老员

工。“我今年决定留在深圳过年。”他说，“我在这

里工作了 10 多年，从一线工人一步步成长为销

售总监。公司氛围很好，就像家一样，职业晋升

通道也很顺畅，只要努力工作就有上升空间。希

望疫情早点过去，大家生活早日恢复正常。”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受疫情影响，深圳市企

业春节期间的劳动力流动比往年有所缓解，大部

分企业的缺工程度在可承受范围之内。但由于

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员工年后返岗时间或将拉

长。目前，深圳各企业通过发放福利补贴、举办

各类员工关怀活动、加大招聘力度等举措，最大

限度化解用工紧张。

“此心安处是吾乡。这个春节，我们一起过，

年味只增不减！”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日前

在给员工的一封家书中这样写道。该公司首席

人力资源官李章溢告诉记者，“用工与订单波动

情况密切相关。一般情况下，年底用工都会相对

紧张些，但总体能保证生产顺利开展”。

“目前，公司有员工 2 万多名。为最大限度

保障员工不流失，我们尤其鼓励一线工人留在深

圳过年，并从 2020年 11月起，每月给员工发放补

贴，最高累计达 2800元。对于一线工人，放假期

间除法定加班费外，我们每小时还会额外给予补

贴。”李章溢说，“我们还发动内部员工招人，每招

到一个人，便会给予一定金额的招聘奖励。同

时，我们也在深圳市人社局帮助下，前往贵州、云

南等地与当地劳动局直接对接，更为精准地开展

一线工人招聘。”

“用情用心留人很重要。”李章溢表示，“在人

力资源管理中，要把对基层员工的关爱上升到公

司战略层面，不能把他们只当一个工具。为此，

我们制定了详细的员工管理规范，以便让基层管

理人员更为细致地开展工作；还会定期开展促进

员工关系的团体辅导等活动，加强团队建设，以

帮助大家更好地成长。”

“有些员工过年回不去了，家人会惦记。我

们会给家属寄送一份大礼包，里面有坚果礼包、

对联、口罩、感谢信等。春节期间，我们还会在保

障疫情防控的前提下，线上线下安排各类活动，

如小型文艺会演、团圆饭、发红包等，务必让大家

留深过年安全、舒心、有年味。”李章溢告诉记者。

春节是中国人一年一度最为重视的团

圆佳节。面对当前的疫情防控形势，如何

留人就地过年是各地、各行业摆在眼前的

一道重要命题。尤其对深圳而言，作为一

座以外来人口为主的移民城市，鼓励社会

各界留深过年，能有效缓解人员大规模流

动带来的疫情防控压力，也对经济发展有

着切实的提振作用。

此心安处是吾乡。对于劳动者而言，

“心安”来自于合理的薪酬待遇、良好的工

作环境、畅通的职业晋升渠道等。因此，在

企业招人、用人、留人中，诚信经营、规范化

管理是先决条件。在此基础上，企业还需

用心、用情留人，让员工全面了解和参与到

企业的经营发展中，让员工对企业产生更

多认同感、使命感，让员工能够在伴随企业

发展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

更值得关注的是，劳动力市场供需两

端的匹配是一种市场调节行为，因而，政府

职能必须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要充分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

深圳稳就业的各项措施可以看到，政府之

“手”在于“护”。企业作为市场用工的主

体，政府是企业发展的“护航手”“保险

杠”。一方面，深圳通过全面落实社保费用

减免、失业保险返还、减税降费等各类政

策，着力降低企业负担，充分激发市场活

力，提振企业发展信心；另一方面，通过搭

建劳务输出平台、精准对接撮合用工市场

供需两端，着力推动提升劳动者职业技能

素养等，多维度破解用工难题。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本质上反映的

是经济发展质量的好与坏。只有持续推

进经济结 构 调 整 和 增 加 内 需 ， 促 进 经

济 持 续 稳 定 发 展 ， 就 业 形 势 方 能 稳 中

向 好 ， 就 业 质 量 才 能 得 以 提 高 ， 让 外

来 务 工 者 真 正 感

到 “ 此 心 安 处 是

吾乡”。

不一样的春节，不一样的春运。连日来，经

济日报记者在上海铁路部门采访时发现，因响

应就地过年倡议，2021年春运期间，跨区域人员

流动少了，高铁开行相应减少，致使以往忙碌的

铁路员工有一部分“清闲”下来。这部分阶段性

“富余”员工该干点什么？上海铁路部门拿出了

管理智慧。

“我们是上海铁路局集团下属的一家专业

从事高铁餐饮、高铁站车防疫消毒、保洁及上海

地区列车卧具洗涤的企业。”上海华铁旅客服务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文珠告诉记者，公

司从事高铁附属服务的员工近万人，在今年特殊

情况下，有30%至40%的员工面临阶段性富余。

不能回家过年又担心收入减少是大多数阶

段性“富余”员工担心的问题。“我是两个孩子的

母亲，看到高铁客流减少后，开始担心岗位和收

入。”赵蔷薇是停运的 D2216 次列车的乘务领

班，她揪心地说起自身窘境。

“她们都是优秀员工，为解她们的燃眉之

急，我们想了很多办法。”陈文珠说，“共享员工”

就是其中重要一“招”。

“热烈欢迎上海华铁旅服公司的兄弟姐妹

们加入我们，为扩大内部市场大循环作贡献。”

1 月 29 日，上海广达集团举办了一场热烈的欢

迎仪式，欢迎千余名“共享员工”的到来。

上海广达集团属于电子行业，因春季扩大

生产，急需一批劳动力。“去年疫情期间，我们就

探索出‘共享员工’模式。今年上海的就地过年

鼓励政策很好，加上公司补贴的费用，员工共享

45天的收入可达 1万元以上。”上海广达集团人

力资源部经理陶建伟告诉记者。

“得知公司为我们找到了共享岗位很开

心。我当过‘共享员工’，共享期间公司非常关

心我们，随时解决大家工作生活中的困难。这

次公司发出共享倡议后，我不仅自己报名了，还

动员班组的姐妹们一起来。”赵蔷薇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目前该公司主动参与共享的

千余名员工均为 20岁至 40岁的高铁保洁员、餐

饮服务员等，共享岗位主要为电脑组装等熟练工

种，经过3天培训考试合格即可上岗。“我们会随

时跟进，决不让员工带着问题上岗。”陶建伟说。

“把员工送出去，并不等于放手不管。”陈文

珠说，为做好共享工作，公司将党支部建在生产

线上，安排党员、管理人员与“共享员工”同吃同

劳动，及时解决员工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工会还

为员工发放洗漱包等物品，并及时做好员工权

益维护工作。“现在让员工出去，是为了以后更

好地回来。”陈文珠表示。

除了员工共享，他们还将一系列高铁特色

商品搬上直播间，让就地过年的旅客可以在指

尖体验高铁生活。“这款金凤凰高铁模型是真正

高铁的等比例缩小版……”2021年春运首日，该

公司抖音直播间非常热闹，杨月如、邱志伟等主

播热情地向网友推荐高铁特色商品。

“我是一名有十几年跑车经历的老职工了，

起初调到地面工作时，经常会梦见列车生活。

高铁改变生活，但如今有很多旅客因为疫情防

控暂停了高铁通勤，希望我们的直播能为他们

带去慰藉。”邱志伟说。

为提高春运直播效果，该公司在近万名员

工中挖掘出有直播潜质的员工送出去培训，同

时原汁原味为网友打造高铁场景生活，让网友

足不出“沪”就可感受到网络高铁服务。

“首次直播3个小时，受到网友欢迎，高铁产

品售出 95单，收入相当于疫情下一班高铁两天

的销售收入，这让我们满怀信心。”杨月如说。

“作为一家铁路企业，虽然疫情带来了挑

战，但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我们心中装着社会

责任、装着旅客、装着员工，总能找到让国家满

意、旅客满意、员工放心的发展之路。”陈文珠

说，疫情总会过去，相信明年春运来临之际，我

们的员工能“满血归来”。

面对别样春运，铁路“富余”员工去干啥

□ 本报记者 李治国

在深圳组织的第二十四届全国高校毕业生秋季就业双选会现场，不少求职者如愿应聘成功。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