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人社部发布三季度就业数据，1
至 9 月城镇新增就业 1001 万人，三季度全国

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4%，比二季度下

降 0.4 个百分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各项政策措施落地显效
调查失业率回落，就业形势

好转

今年以来，受疫情影响，就业形势出现波

动 ，4 月 份 ，全 国 城 镇 调 查 失 业 率 升 高 至

6.1%。5月份以后，随着一系列稳经济稳就业

政策措施落地显效，调查失业率开始回落。

“ 前 三 季 度 ，城 镇 调 查 失 业 率 均 值 为

5.6%，其中，三季度均值为 5.4%，比二季度

下降 0.4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

统计司司长王萍萍说，总体来看，三季度就

业形势好于一季度和二季度。

就业形势的好转，得益于各项稳增长稳

就业政策的加力落实。

——政策红利加快释放。

缓缴 2002 万元社保费、收到留工培训

补助 65 万元、收到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26.9
万元……徐记海鲜品牌营销部经理郭阳算

了算最近获得的政策支持，收获满满。

今年以来，为稳经济、稳市场主体、稳就

业，我国实施了社会保险“降缓返补”一揽子政

策。人社部数据显示，截至 9月底，通过降低失

业、工伤社会保险费率，缓缴基本养老、失业、

工伤社会保险费，发放稳岗返还、一次性留工

培训补助等，共为企业减负超过 2800亿元。

——就业服务持续优化。

“我们对一线蓝领工人需求比较多，以

往主要通过校企合作招募员工，但仍无法满

足要求。”合肥海尔工业园人力资源经理邓

攀攀介绍，为此，当地政府部门专门在招聘

夜市中为企业提供了免费展位，帮助企业搭

建与求职者交流的平台，解决用工难题。

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渠道。今年以来，

人社部门接续开展就业服务系列专项行动，

持续加强企业招聘用工服务，今年已举办线

上线下招聘会近 12 万场，发布各类岗位信

息超过 1 亿个，累计帮助重点企业解决用工

397 万余人。

——支持创业带动就业。

创业带动就业，具有倍增效应。“马兰花计

划”是人社部门面向有创业意愿和培训需求的

城乡各类劳动者开展的示范性创业培训。

“作为刚毕业的大学生，创业培训可以帮

助我们避免盲目创业，提高成功率。”不久

前，福建南平市第一期马兰花网络创业培训

班学员熊蕊参加了为期 7天的课程，从学习网

创的基础知识，到直播、短视频、模拟商城等

实操练习，熊蕊对网创怎么干认识更加清晰。

落实创业担保贷款等扶持政策、推进创

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建设、举办“中国创

翼大赛”……今年以来，创业人群所获得的

支持政策更加全面。

有力保障重点群体就业
“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基本

完成

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是就业工作的

重中之重。三季度以来，重点群体就业形势

有所改善。

——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积极推进。

眼下，2022 年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

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各地展开。

在线上，求职者可随时随地进入各个

行业不同地域的专场招聘会，找到自己需

要的招聘信息；在线下，厦门、绍兴、株洲、

德州等地准备了多场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专

场招聘会，方便求职者到现场与企业面对

面咨询。

人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7 月以来，人

社部门全力做好毕业生离校前后服务衔接，

推进未就业毕业生服务攻坚行动。截至目

前，“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已为高校

毕业生募集见习岗位 102 万个；2022 年高校

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工作基本完成，

共招募岗位 4.3 万个，比中央财政下达的计

划增加 9000 多个。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9 月份，16 至

24 岁青年人失业率连续 2 个月下降，9 月份

为 17.9%，比 7 月份高点下降 2 个百分点，下

降幅度大于上年同期 0.4 个百分点。

——困难群体就业帮扶持续强化。

就业“饭碗”端得稳，劳动者日子就有盼

头。对脱贫家庭、最低生活保障家庭、零就

业家庭以及身有残疾、长期失业人员等困难

群体，尽快实现稳定就业对保障家庭收入至

关重要。

8 至 10 月，人社部举办就业援助“暖心

活动”，全力帮助困难人员就业创业，各地区

各部门“新招”频出：

筛选适合援助对象的岗位信息，通过短

信、微信等方式“点对点”定向推送岗位；开

出“就业大篷车”，设立“就业驿站”，送岗位

进社区、进家门；积极开展数据比对，兑现待

遇补助发放……1 至 9 月，各地区共帮扶失

业人员再就业 387 万人、困难人员就业 132
万人。截至 9 月底，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达

3269 万人。

展望全年，王萍萍表示，下阶段就业稳

定具有较好条件。“一方面，工业、服务业生

产企稳回升，经济持续恢复为就业形势稳定

提供了有力保障；另一方面，各项稳就业政

策持续加力，有力促进了就业稳定。”

此外，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

施，新产业新动能继续增长，新岗位新职业

不断涌现。日前发布的 2022 年版国家职业

分类大典净增 158 个新职业，首次标注 97 个

数字职业。“新职业新工种的出现创造了更

多就业机会，将为劳动者提供更广阔的职业

发展空间。”王萍萍说。

社保制度改革持续深化
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

伤害保障试点启动实施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覆盖全民、

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

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目前，各项工作正在有

序推进。

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加快推进。“前三季

度已调拨全国统筹调剂资金 2104 亿元，支

持基金困难省份养老金发放。”人社部有关

负责人介绍，接下来，人社部将会同相关部

门做好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实施相关准备

工作，研究起草配套政策，推进个人养老金

信息系统建设。

社保待遇按时足额发放。截至目前，退

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工作已经完成，各地

均已将增加的基本养老金发放到退休人员

手中。“此外，截至 9 月底，共为 2111 万困难

人员代缴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有力

推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法定人员全覆盖。”

人社部有关负责人说。

基金委托投资工作扎实推进。为持续

强化基金管理，推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保

值增值”，基金委托投资工作扎实推进。截

至 9 月底，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合同规模

达 1.6 万亿元。

人社部数据显示，截至 9 月底，全国基

本 养 老 、失 业 、工 伤 保 险 参 保 人 数 分 别 为

10.47 亿人、2.35 亿人、2.89 亿人。1 至 9 月，

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 5.25 万亿元，总支

出 4.89 万 亿 元 ，9 月 底 累 计 结 余 7.24 万 亿

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此外，人社部宣布，启动实施新就业形

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加强灵活就

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

截至9月底，社保政策共为企业减负超过2800亿元，城镇新增就业达1001万人

三季度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本报记者 李心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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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部日前发布的三季
度就业数据显示：就业形势
总体稳定，1至 9月城镇新增
就业 1001万人，三季度全国
城 镇 调 查 失 业 率 均 值 为
5.4%，比二季度下降 0.4 个
百分点；重点群体就业形势
有所改善，1至 9月各地区共
帮扶失业人员再就业 387万
人、困难人员就业 132万人；
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1至
9月，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
伤保险基金总收入 5.25万亿
元，总支出 4.89万亿元，基金
运行总体平稳。

本报北京 10月 27日电 （记者申少铁）

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新修订《药品召回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 11月 1日起施行。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

法》，国家药监局组织对 2007 年发布实施

的《办法》进行了修订，并在市场监管总局

废止原《办法》后，以公告形式发布实施。

新版《办法》结合行业发展实际，坚持风险

管理、全程管控原则，围绕及时控制质量问

题或者其他安全隐患，优化调查评估和召

回实施程序，科学完善召回药品处理措施，

压实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以下称持有人）

责任，从而督促持有人主动将可能的药品

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或初起阶段，更好地

保障公众用药安全。

新版《办法》包括总则、调查与评估、主

动召回、责令召回、附则等 5 章共 33 条。明

确持有人是控制风险和消除隐患的责任主

体，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药品使

用单位应当积极协助，对于中药饮片、中药

配方颗粒的召回，其生产企业按照新版《办

法》组织实施。新版《办法》完善了持有人

对可能存在质量问题或者其他安全隐患药

品的调查评估要求，细化了持有人主动召

回实施程序，督促和指导持有人对存在质

量问题或者其他安全隐患药品及时主动召

回，切实履行药品全生命周期管理义务。

按照新版《办法》规定，持有人应当依

法主动公布药品召回信息，对实施一级、二

级召回的，还应当申请在所在地省级药品

监管部门网站依法发布召回信息，省级药

品监管部门发布的药品召回信息应当与国

家药监局网站链接。

新版《办法》科学完善召回药品处理措

施，明确了召回药品标识、存放措施等应当

与正常药品明显区别，防止差错、混淆；对

需要销毁的，应当在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或者储存召回药品所在

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药品监管部门或者公证机构监督下销毁；对

可以通过更换标签、修改并完善说明书、重新外包装等方式消除隐

患的，或者对不符合药品标准但尚不影响安全性、有效性的中药饮

片，且通过返工等能够解决该问题的，可以适当处理后再上市。

新版《办法》还对境内生产并出口药品的召回工作进行了明

确。要求境内持有人发现出口药品存在质量问题或者其他安全隐

患的，应当及时通报进口国（地区）药品监管机构和采购方，需要在

境外实施召回的，应当按照进口国（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及采购合

同的规定组织实施召回。

新版《办法》依法明确各级药品监管部门对药品召回工作的管

理和指导职责。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对持有人依法应当召回而未召

回的，应当责令持有人召回。对持有人拒不召回的，药品生产企

业、药品经营企业、药品使用单位不配合召回的，相应省级药品监

管部门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三十五条的

规定进行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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