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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疫情初期返岗困难、物
流受阻，到后续企业资金紧
缺、经营遇困，再到国外疫情
加重高出口行业受冲击，防疫
期间就业形势瞬息万变、挑战
不断。

江苏盐城国际妇女时装有
限公司有关负责人张泓说，目
前通过社保减免、失业保险返
还、稳岗补贴等，企业资金链压
力得以缓解。但国外市场萎靡
和原料进口受阻依然影响企业
生产，从3月底有部分员工开始
休年假。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随着
国外疫情发展，出口外向型企业

和出口企业中的低收入人群的
就业受到疫情冲击严重。不少
出口企业经营者表示，希望国家
能够视国外疫情情况加强政策
支持，人社部门和劳务公司能够
帮助更多企业探索开展共享用
工，以发挥“劳动力蓄水池”功
能，防止因暂时困难造成员工流
失。

织密就业保障网，需要继续
加强政策精准度。卢海说，对于
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可
从信贷、税收、社保、补贴、合
作、转型等不同角度采取扶持
措施，“有些行业面临长期甚至
永久的影响，有些是短期影响；

有些企业面临盈利小幅度下
滑，而有些企业面临生死存
亡。”增强政策的精准度，使政
策支持与市场机制形成相互配
合的效果，有助于提高相关措
施的实施效率。

应对疫情影响，托底民生，
要对困难群众进行扶助。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失业保险司
司长桂桢表示，国务院实施了
延长大龄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
险金期限、阶段性实施失业补
助金政策、阶段性提高价格临时
补贴三项新举措。

稳就业，有压力、有挑战，但
牢固的经济基础是就业形势保

持稳定的“底盘”。近年来，各类
新经济蓬勃发展，就业新形态和
新就业机会不断涌现，创造更多
就业岗位；服务业保持较快发
展，吸纳就业能力不断增强；创
业创新持续推进，市场主体数量
持续增加，将继续发挥带动就业

“倍增器”作用。
“疫情对就业影响是短期

的、可控的。要看到，我国经济
具有强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
地，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
就业市场有条件保持稳定。”国
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
长张毅说。

（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

千方百计稳住就业基本盘
——首季中国经济观察之稳就业

新冠肺炎疫情
突如其来，对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带来前
所未有的冲击。作
为“六稳”之首的就
业，关乎百姓生计，
不断面临新的挑战。

全面强化稳就
业举措，千方百计稳
住就业基本盘。从
中央到地方，从个人
到企业，各方全力以
赴、积极应对，展开
一场就业“保卫战”。

去年底从深圳富士康辞职的小方遇
到就业困难。不久前，他在广东一家外贸
企业找到工作，但外贸订单由于国外疫情
影响被撤销，他作为小时工被裁，再度失
业。

小方的经历不是个案。新冠肺炎疫
情突如其来，就业遭遇冲击，部分行业和
人群就业承压。

“这就像在考验人绝处求生。”小方对
记者说，尽管现在依靠住廉价床位和送外
卖维持，但看到就业数据和政府的切实行
动，他对未来找到稳定的工作仍然抱有信
心。

数据透出就业“回暖”信号。国家统
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城镇
新增就业人员229万人。3月份，全国城
镇调查失业率为5.9%，比2月份下降0.3
个百分点。其中25岁至59岁群体人口
调查失业率为5.4%，低于全国城镇调查
失业率0.5个百分点。31个大城市城镇调
查失业率为5.7%，与上月持平。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表示，
尽管疫情冲击严重，但全国没有发生大规
模裁员的情况，就业形势总体平稳。随着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需求不是特别强劲，
包括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和高校毕业生在
内的重点群体就业压力较大。针对这种
情况，今年国家一直在推出就业优先的政
策，并不断加大落实力度。

我国有2.9亿名农民工，其中1.7亿人
外出务工。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
月末，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总量12251万
人。此外，今年高校毕业生以874万人的
规模创历史新高。

面对挑战，稳就业政策持续发力。近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抓好重
点行业、重点人群就业工作，把高校毕业
生就业作为重中之重。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近日发布报
告指出，今年第一季度，我国劳动力市场
受到较大影响，招聘职位数目下降明显。
但3月份招聘职位数目下降的幅度相比1
月份和2月份的下降幅度有所缩小，积极
措施的效果已在一些行业中显现。

“哒哒哒……”，晚上将近9
时，江苏省宿迁市龙河镇姚庄村
村民刘红还在屋里踩着缝纫机，
给村里的床上用品加工厂做缝
纫。

“工资是计件的，多干点活，
一天能有 130 元到 140 元的收
入。”刘红告诉记者，丈夫前几天
刚去浙江工地打工，家里公公婆
婆、读高中的女儿和读小学的儿
子都需要自己照顾。疫情以来，
当地鼓励加工厂分解生产环节，
把缝纫机送到家里，企业安排专
人上门收送料，使得工人足不出

户也能工作。
龙河镇紧邻宿迁经济开发

区，开发区的企业吸纳了大量劳
动力。龙河镇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服务所潘建军说，全镇劳动力
约2.7万人，除了外出就业的，需
要在本地就业的有1.5万人，依靠
电商产业、食品厂等加工企业，
包括300多名就业能力有限的
重度残疾人员，目前全部实现就
业。

中小微企业的企稳和复苏
是稳就业的前提。企业在，岗位
在，就业才稳。

“真金白银”援企稳岗，“点
对点”组织返岗，减税费、增信
贷、降成本、缓期限……中央和
地方从财税、金融、社保、外贸等
多个方面出台政策，帮助企业纾
难解困、复工复产。

全国复工复产加快推进。
数据显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
均开工率已达99%，民营企业复
工率达到91.39%，中小企业复工
率达到84%。

随着经济社会秩序加快恢
复，岗位快速释放。3月20日，
人社部百日千万网络招聘专项

行动启动，截至4月9日，124万
家用人单位发布岗位1162万个。

“春节以来，我在线上给
多家单位投了简历，目前已经
收到两家单位的回复了。”西
藏民族大学 2020 届学生罗布
旺杰说。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
授卢海说，3月份已经观察到部
分行业、部分企业的招聘需求开
始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表明疫
情对一些行业的影响是暂时的，
疫情得到控制后就会逐渐恢复，
这是当下就业的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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