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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元琪

本报讯 采取六项措施，实现
“五有一防”……1月28日，市人社
局传来消息，根据省人社厅、工信
厅、民政厅、交通运输厅、扶贫办、
省总工会、省妇联联合发布的要
求，我市即日起至3月 31日，开展

“迎新春送温暖、稳岗留工”专项行
动，旨在送温暖留心、强政策留岗、
稳生产留工、优服务留人，确保员
工健康安全、企业生产有序、就业
形势总体稳定。

就地过年劳动权益有保障

市人社局农民工工作科科长
郭邦国介绍，针对坚守岗位、留守
过年的务工人员，将组织多种形式
的“送温暖”和集体过年活动，引导
务工人员就地过年。

鼓励企业结合生产经营实际，
采取发放留岗红包、过年礼包、安
排文娱活动、提高食宿标准等措
施，竭尽所能提供暖心、贴心服务，
吸引职工就地过年、在企休假。

引导企业不裁员、少裁员，以
岗留工、以薪留工。

专项对接安心在外有温度

我市将加强与外地协作，两地
政府“面对面”，帮助鹰城籍务工人
员落实好工资、休假等待遇保障，
在“非必要不返乡”的同时，能够感
受到来自家乡的关心。

各县（市、区）和相关部门要主
动与外出务工人员集中地联系，妥
善安排好在外务工人员工作生活；
指导商会协会等民间机构，帮助务
工人员解决实际困难。

针对留守老人、妇女、儿童，要
组织开展送爱心帮扶行动。
对确需返乡过年

的务工人员，引导错峰出行，为他
们提供不断档服务。

精准帮扶重点对象有收入

我市将开展“一对一”精准帮
扶，实现重点服务对象有收入。

对于脱贫人口、低保对象、农
村低收入人口等重点帮扶对象，优
先支持外出、优先稳岗就业、优先
兜底帮扶。对“三无”人员（无法离
乡、无业可扶、无收入），加大就业
资金投入力度，开发防疫消杀、卡
点值守、社区服务等公益性专项岗
位，优先安置上岗就业。

服务就业节后外出有岗位

实行“点对点”就业服务，实现
农村劳动力节后外出有岗位。

相关部门要提早摸清春节前后
企业开工复工和农民工返乡返岗情
况，根据需要组织开行“点对点”包
车（机）服务，确保返乡农民工节前

“回得来”，节后“出得去”。
开展“春风行动”，依托基层站

所摸清劳动力信息，组建“人社服
务专员”队伍对接企业需求，促进
人岗精准对接。

做好服务复工复产有支撑

推进“一条龙”用工服务，实现
重点企业节后复工复产有支撑。

各县（市、区）和相关部门要明
确专门的机构和人员，主动对接重
要医用物资生产、生活必需品
生产等企业，及时了解掌握
企业用工需求，推动求职
者与用人单位实时对
接，尽量满足企业
正 常 用 工

需要。
视疫情变化，对企业跨省辖市

员工有返岗需求的，或企业有特殊
专业需要的人员，帮助企业畅通接
运渠道。

依托省“互联网+就业创业”系
统，开发劳动力余缺调剂信息平
台，建立重点企业用工调度保障机
制，优先支持重点企业、重大项目、
重大工程连续生产、保障供应。

研判就业形势
防范规模性失业风险

市级层面搭建农民工流动
监测模型，运用大数据，实时
监测农民工流动情况，研判
农民工就业形势。

每个乡镇至少选取
一个行政村，摸准农民
工节前返乡、节后返岗
情况。紧盯重点地
区、重点行业和重
点企业，密切关注
企业用工需求
和农民工就业
动 态 ，防 止
发生规模
性 失 业
风险。

六项措施倡导就地过年

□记者 杨元琪

本报讯“大家响应号召不返
乡过春节，就是对疫情防控作贡
献。老乡们在外打拼不容易，辛苦
了。”1月21日，叶县县委常委、组织
部长田红霞带着家乡的特产和祝
福，来到江苏省昆山市走访看望在
当地过年的叶县人。

65岁的符纯业是叶县常村镇
人，2007年到昆山市务工，后在亲
友的资助下开了一家米线店，靠着

诚信经营，日子过得还不错。“今年
情况特殊，就不回去过年了，还能
多挣点儿钱。”符纯业说。

慰问组为符纯业送来了家乡
的红薯粉条、小磨香油、岩盐用品
等特产。“看见这些熟悉的东西，就
像回到了家乡。”符纯业激动地说。

当天，一同到昆山市的还有7
名科级干部，均从在昆山市就业人
员较多的乡镇选拔出来，将分别到
昆山市6个乡（镇）和人社局跟班学
习3个月，深入学习经济发展及社

会管理经验。同时，他们将留在昆
山市和来自家乡的农民工一起过
年，全力服务在昆务工人员，让家
乡人安心、稳心、暖心。

据市人社局农民工工作科科长
郭邦国介绍，去年复工复产后，我市
多地专门组织人员、车辆“送工上
门”。入冬以来，面对疫情反弹趋
势，各地鼓励在外务工人员就地过
年，减少人员流动和大规模聚集。
我市鼓励农民工非必要不返乡，就
地过年，见屏如面，线上拜年。

异地过年 也有家的温暖

（（资料图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