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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好政策送进企业，机会更多了
济宁市人社局多措并举，为企业稳岗解除后顾之忧
文/图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汪泷
通讯员 徐文锋 李岩

今年以来，面对疫情冲击，济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市决策部署，坚持减负、稳岗、
扩就业并举，全力确保就业大局稳定。截至4月底，全市实
现新就业2 . 44万人，完成年度任务的36 . 3%；城镇登记失
业率2 . 91%，低于4 . 5%的省定控制线。

技能培训线上线下同步进行

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大家要像我一样，把小
毛巾再对折，形成一个三角
形，然后放到手里。”6月8日，
在位于太白楼路的济宁市阳
光大姐家政服务中心三楼，
讲师陈咏梅正在授课。

讲台下面，坐着21名新
学员，这是她们接触月嫂这
个行业的第一步。因为这份
职业是与孩子打交道，容不
得半点闪失，所以每名学员
都在认真的记着笔记，而桌
子旁还都放着一个仿真娃
娃。待到这一章节的理论知
识讲授的差不多了，陈咏梅
则开始指导大家如何用仿真
娃娃进行实际操作，“这才是
她们的第二节课，所以操作
起来还很生疏。”每当看到有
学员的操作不是很规范时，
陈咏梅都会走到跟前，手把
手的教给她手势该如何，小
毛巾该从哪个角度擦拭婴幼
儿的眼睛。

作为在济宁人心中，可
以称之为“家政老字号”的阳
光大姐，其家政培训一直都
为人称道。只不过与往昔不
同的是，这次的培训是在疫
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后，开设
的首期培训班，“在济宁市人
社局的大力支持下，疫情期

间我们不仅开设了线上培
训，而且在全面复工复产之
后，又支持我们在做好防疫
工作的前提下，重新开设了
线下培训班。”阳光大姐总经
理顾爱平告诉记者。

顾爱平口中的“线上培
训”，其实也是受疫情影响，
阳光大姐尝试的一次突破性
的举措。因为疫情期间家政
服务几乎停滞，所以公司决
定让家政人员通过线上培
训，进行岗中技能提升，“主
要开设的中式面点培训，这
项技能培训不仅可以在复工
复产后，让月嫂、育儿嫂更好
的为孩子准备健康膳食，而
且如果想换份工作，通过我
们提供的证书，还可以入职
饭店等餐饮业。”

在课程休息的功夫，学
员乔立菊告诉记者，疫情之
前她在一家饭店当服务员，
后来受疫情影响她决定辞职
换份工作，“刚好有朋友介绍
说可以来阳光大姐参加月嫂
培训，我又很喜欢孩子，就决
定尝试下。”顾爱平说，受政
策的扶持，学员全部都是免
费接受培训的，“而且培训合
格之后我们还会提供就业机
会。”

月入两三千中午还管饭

扶贫车间让贫困户家门口就业

如果说因为疫情的影响，家
政行业或多或少会受到些冲击
的话，那么对于坐落在梁山县拳
铺镇南盛庄村的扶贫车间而言，
这里的机器在疫情期间不仅24
小时不停歇，工人们的收入更是
成倍的增长，“订单最多的时候，
村子外的马路上停满了等着取
货的大卡车。”时至今日说起来，
村支书的言语中都还有一丝兴
奋。

在这座车间的外墙上，写着
“南盛庄村致富车间”以及“乡村
振兴再腾飞”的大字。梁山兆胜制
衣有限公司总经理吉磊早早的等
在了这里，一边推开车间的大门，
一边对记者说：“像这样的扶贫车
间，我在梁山一共建起了三个。”
在不大的车间里，几十名工人正
穿着工装，带着口罩、手套，坐在

自己的工位前忙碌着。门口处一
台体积不小的机器正运转着，一
卷厚厚的熔喷布被自动切割成小
块，在另一侧“吐”出来之后，便成
了一副副口罩。

在疫情期间，原本为青岛服
装企业代工的扶贫车间，积极响
应政府的号召，也投入到了防护
口罩的生产大军当中。吉磊告诉
记者，最忙的时候这座车间24小
时不停歇，“人歇机器不歇，80多
名工人两班倒。”那段时间，车间
一天可以生产多达50万只口罩，
除了送往抗疫一线之外，还出口
到欧洲多个国家，“因为销量好，
工人们的工资也翻了倍。”

在这里，有将近20名工人是
周边村子的贫困户，他们有的家
里上有老下有小，有的家人身患
重病或残疾，无法抛家舍业的去

外地打工。于是，吉磊这个来梁山
投资的企业家，在济宁市人社局
的指导下，建起了扶贫车间，“我
与梁山县的3个村子签了‘扶贫协
议’，以5公里左右为单位，让每个
车间都尽可能多的辐射到周边的
贫困户。”

其实，说是与3个村子签了
协议，但仅南盛庄村的扶贫车
间，就雇佣了周边多个村子的贫
困户。“来车间打工的贫困户远
不止三个村子的，加一起大约有
100多人。”吉磊说，贫困户在车
间里加工服装，每个月最低收入
有2500元，疫情期间因为口罩的
产量大，贫困户的月收入能超过
5000元，“中午还管顿饭。”这对
于不能出远门又身背养家糊口
重担的贫困户而言，无异于雪中
送炭。

疫情之后业务量不降反增

好政策切实为企业减负担增活力

在全面复工复产的大潮中，
同样企业效益逆市上扬的现象也
出现在高新区。当记者来到高新
区开源路最东面时，坐落在这里
的山东太阳耐磨件有限公司里，
仍是一片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尤其是最近因为业务量激增，董
事长孙宪军决定要进一步打响企
业的自主品牌，所以一侧的厂房
里机器轰鸣声不断，另一侧几名
工人则正对企业的办公楼进行最
后的修饰，进门处一幅巨大的世
界地图，彰显了企业对未来的“野
心”。

“俗话说好钢用在刀刃上，我
就是那个生产好钢的。”每逢介绍
自己的公司，孙宪军都如是说。这
家只有100人左右的企业，主要生
产诸如推土机、挖掘机等重型机
械设备上的耐磨件，凭借着自主

研发，其产品获得了卡特彼勒、
JCB、小松、徐工、柳工、山推等国
内外机械巨头的认可，“去年公司
营业额达到了1 . 2亿元，今年虽然
因为疫情受到些影响，但仍然要
力争新突破。”

记者了解到，这家成立了10
年的公司，早前生产规模较小，人
员流动也比较大。孙宪军出任董
事长后，意图打响自主品牌的他，
首先要做的就是把人才留住，“所
以这两年一直在提升员工福利待
遇，其中，按时为员工缴纳社保就
是其中一项举措。”尤其是在疫情
之后，虽然主要依靠出口的公司
因为海外疫情的原因订单受到影
响，但孙宪军本着“东边不亮西边
亮”的态度，积极开拓更广泛的海
外市场，在复工复产后的两个月
里，订单不降反增，“为了满足产

能扩大，疫情之后我这儿还增加
了十几个工作岗位，而且第一时
间为新上岗的工人办理社保，让
他们可以安心工作。”

济宁市人社局一系列稳企业
稳岗位的政策，让这家公司得到
了实实在在的扶持。“疫情出现以
来，公司享受了国家的很多政策，
在社保这一块我们是中小微企
业，单位缴费部分全面，截止到现
在一共减免约25万元，让企业得到
了真金白银的实惠。”公司财务部
部长邓慧勇介绍说。此外，公司还
获得了创业担保贷款政策的扶
持，“我们申请了400万元的贷款，
不仅手续十分便捷，政府还贴息
50%，切实减轻了企业的资金压
力。”另一方面，市人社局也给予
了公司援企稳岗补贴，2万多元已
经拨付到企业账户。

为稳定就业基本盘，济宁
市人社局不断推进政策落实、
服务落地，制定出台《关于贯
彻落实鲁政发〔2020〕5号文件
做好稳就业工作的若干措施》

《济宁市应对疫情稳就业政策
实施细则》等政策文件，开展

“ 政 策 敲 门 ”“ 无 申 请 办理 ”
“一站式”服务，提升服务便
利度。截至5月底，全市社保费

减免1 2 . 0 3亿元，为6 3 1 6家企
业返还稳岗资金1 . 11亿元，有
效缓解了企业压力；开展职业
技能培训4 . 19万人，切实提升
了群众就业创业能力；发放创
业担保贷款1 0 . 4 3亿元，直接
扶持个人创业 5 5 3 7人、企业
100家。

同时，开展“重点群体就
业专项行动”，通过实施技能

提升、供需对接、岗位开发、创
业扶持4项工程，促进重点群
体就业。截至目前，全市累计
摸排重点群体需求人员2 7 9 7
人，企业岗位32519个。

强化用工保障服务，搭建
就 业 服 务 平 台 。举 办“ 战 疫
情、保复工”春风行动网络招
聘活动，在全省率先举办“网
络直播招聘会”，邀请企业通

过“ 抖 音 ”直 播 平 台 发 布 岗
位、远程面试。举办18期“职通
济宁”在线直播招聘，人社服
务专员变身“网络主播”，通
过直播镜头带领求职者走进
经典集团等重点企业，发布招
聘岗位3019个，在线参与人数
7 0 1 8人。各类招聘活动共为
5 5 9 0家次企业解决用工1 . 7 6
万人。

四项工程助推

“重点群体就业专项行动”

相关链接

有了稳岗政策扶持，在疫情之后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压力。

免费培训的好政策，让更多人掌握了就业技能。

村里有了扶贫车间，让贫困户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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