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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选择精彩纷呈就业选择精彩纷呈

——就业规模从 1949 年末的
1.8 亿 人 增 加 到 2020 年 的 7.5 亿
人；2013 年至 2019 年，城镇新增
就业连续7年超过1300万人

在北京，应届毕业生杨帆刚从校园搬到
工作宿舍，经过毕业季的面试求职，他斩获
了多个就业机会，最终走向了心仪的岗位。

在武汉，工龄已有七八年的陈亚君跳槽
去了一家刚成立不久的大数据创业公司，多
年职场积累，让他满心期待着企业创业初期
的机遇和挑战。

有人初入职场，有人离职创业，也有人
学习新技能、探索新职业，中国大市场里，
就业的精彩故事每天都在上演。

在不同历史时期，促进就业始终是重要
的民生政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就业
优先战略和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快落实，推动
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

就业更充分，“饭碗”多起来。中国就业规模
从1949年末的1.8亿人增加到2020年的7.5亿
人；2013年至 2019年，城镇新增就业连续 7年
超过1300万人。就业稳中向好，让百姓“饭碗”越
端越牢，劳动者实现价值的机会越来越多。

在经济社会发展、时代变革的浪潮中，就
业结构不断优化。从餐饮、旅游、家政、快递等
生活服务业，到金融、信息、物流、仓储等生产
性服务业，第三产业已成为吸纳就业最多的产
业，2020 年末就业人员占比达 47.7%。新业态
新模式层出不穷，消费升级产业转型接连不
断，市场活力持续释放，有梦想的劳动者都能
找到自己一展身手的舞台。

技能是强国之基，更是立业之本。随着中
国技能人才工作取得积极成效，更多劳动者吃
上“技能饭”。截至2020年底，全国技能劳动
者超过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约5800万，占
技能人才的比例近30%。

施行“双休日”、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
度、出台带薪年休假制度……劳动者全年法
定休息日从新中国成立时的59天增加到现在
的 120 天，工作生活更加平衡；2019 年全国
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达 90%以上，就业稳定
性不断提高。

就业的稳中向好，为劳动者带来更有保
障的收入。2020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就业
人员年平均工资达到 79854 元，全国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32189 元。难怪身边常有人感
叹：“有活儿干，有钱挣，这日子就踏实！”

就业优先稳住大局就业优先稳住大局

——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
失业保险扩围，一系列援企稳岗政
策，成功抵御冲击，保就业稳定

就业，一头连着千家万户，一头连着经
济大势。稳稳的就业大局背后，离不开坚定

的政策护航，离不开多年的改革发展。
政策护航，就业大局牢牢稳住。

“最困难的时候，援企稳岗返还政策解
了燃眉之急！”“资金吃紧，减税降费缓解了
资金周转难题。”“金额有大有小，但实实在
在的数字给了我们迎难而上的底气。”采访
中，许多企业道出心声。去年，面对疫情给经
济和就业造成的巨大冲击，系列政策出台，
加大援企稳岗力度。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
费、失业保险扩围……2020 年新增减税降费
就超过 2.5 万亿元。

稳企业，稳就业。从新中国成立之前的
经济凋敝，许多城镇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
到国际金融危机，再到去年疫情突袭，一路
走来，国内外风险挑战不断，就业也曾面临
不小的压力。但是一次次稳大局、暖民心的
精准施策适时出击，近年来就业优先政策更
是全面发力，牢牢稳住了就业大局。2020年
年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4％。

改革助力，创新创业活力激发。
“没想到注册成立公司这么方便，人社部

门嘘寒问暖，更是让我们倍感温暖。”大学毕

业后，乔象渊回到西藏林芝老家，创业做起了
当地特产的电商，政策的扶持，让他对生意更
有信心。

降低申办企业门槛、简化登记注册手续，推
广创业培训、建设创业孵化基地、提供贷款支
持……近年来，一项项落到实处的改革和支持
举措，让创新创业成为更多人的自主选择。“十
三五”时期，我国新办涉税市场主体总计达5874
万户，年均超千万户，创业活力有效激发；2020
年，全国新设市场主体就达2500万户左右。

服务帮忙，供需对接就业更顺畅。

“每个招聘会上，我都手举着这个二维码
给大家讲解就业政策，推荐就业岗位。”吉林
省白城市洮北区就业服务局副局长于砚华如
今有了二维码这个云端新“武器”。在服务中
与时俱进，2004年以来，该区人力资源市场
已累计举办各类招聘会1200余场，帮10余万
名求职者圆了就业梦。

精细服务、供需对接，这正是近年来人
社部门不断优化就业服务，助力更好就业的
缩影。从“点对点”接送、就业创业课堂、
技能培训，到共享用工、线上招聘，一项项
保就业、促创业的精细措施逐步落地。同
时，市场服务发展壮大起来，截至 2020 年
底，全国共有 4.58 万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为更多劳动者搭建起通往未来的希望之桥。

岗位更多底气更足岗位更多底气更足

——根据规划，“十四五”时
期城镇新增就业 5000 万人以上，
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没有止境，实现
更好就业的努力也将一直在路上。

近日印发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
展“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实现更加充分更
高质量就业。“十四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5000
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 5.5%以内。
这意味着未来就业岗位更多、就业底气更足。

信心来自强大的经济基础。
就业的扩大是在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

中实现的。多年来，中国经济总量持续增
长，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百亿元，
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
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作为全球第二大经
济体，中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和齐备的产
业体系，就业市场依旧空间广、潜力足。

“就业持续稳健增长，成就卓然，为改革
发展大局作出了重要贡献，更成为经济社会
发展的一大亮点。”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
授郑超愚说。

信心来自活跃的市场机会。
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

近年来，新业态蓬勃发展，成为巨大的就业
“蓄水池”。目前，快递业从业人员超过 300
万，餐饮外卖员总数已突破700万人。数字化
管理师、人工智能训练师、云计算工程技术
人员……2019年4月至今，国家有关部门向社
会发布了56个新职业，无一不对应几十上百
万的岗位缺口。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莫荣说，各地各部门从产业结构、经济类
型、企业规模、就业形式等多方面切入，不
仅拓展了产业发展灵活就业新空间，而且开
辟了就业新形态领域，推动实现更多就业。

当然，劳动者的就业保障也将更充分：
技能培训更健全，“十四五”期间将开展补贴
性职业技能培训 7500 万人次；就业渠道更
多，劳动力市场包容性更强；灵活就业人员
社保参保条件将放宽……

好就业，就好业，未来咱老百姓的日子
将更带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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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有活干 小康路更宽
本报记者 李 婕

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8万人，完成全
年目标的63.5%；6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比上
年同期下降0.7个百分点。近日，上半年就业数据“出
炉”，就业形势在去年以来逐步回稳向好基础上，继续保
持总体改善趋势，大局依然稳稳的。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美好画

卷中，少不了人民安居乐业、劳有所得的和谐场景。
经过多年奋斗，如今，7亿多就业人员激活了中国

就业大市场。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不仅助力国
家富起来、强起来，更让老百姓腰杆挺起来、钱包鼓起
来，更多人的生活因劳动而出彩，更多家庭因就业而幸
福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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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耿圩镇途睿
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建立“龙头企业+基
地+农户”的经营管理模式，运作阿里、天
猫、淘宝、京东等网络店铺达200余个，带
动 1200 余人参与多肉生产经营。图为工作
人员在察看多肉植物生长情况。

丁华明摄 （人民视觉）

图②：湖北援疆企业楚新农业有限公
司建立至今，已带动当地就业150余人。图
为 7 月 15 日，工人正在该企业纺纱生产车
间工作。 马东强摄 （人民视觉）

图③：2021年广西南宁夏季高校毕业生
双选会暨人才交流大会日前在南宁国际会展
中心举行。370多家单位携带上万个岗位进
场招聘，吸引大批求职者前来应聘。图为7
月10日，求职者在进行就业创业政策咨询。

喻湘泉摄 （人民视觉）

身边的小康故事身边的小康故事身边的小康故事

“那阵子眉头一直缩在一起。”聊起那段困难时期
的情形，家住宁夏银川市金凤区福州南街的哈玉莲印
象太深。

几年前，丈夫因心肌梗塞意外离世，给一家人带来莫
大的打击。哈玉莲伤心之余，对往后的生活更是一筹莫
展。彼时，婆婆因病痛常年卧病在床，孩子还在上学，
都需要人照顾，丈夫的离开让这一家人顿时陷入困顿。

年近 40的哈玉莲坦言，自己长期在家照料婆婆和
孩子，已经很久没有外出工作，更是连找份工作基本
的信息渠道也没有。既没有一技之长，家中又有事务
缠身，也请不起保姆照料，以后的日子该如何是好？

这个时候，社区工作人员了解到她家的情况。
“他们主动来到家里，详细询问我的情况，有哪些困
难。后来他们帮忙对接，给我安排了黄河东路街道福
通社区的公益性岗位，辅助社区专干、网格员开展工
作。”对这份“从天而降”的家门口的工作机会，哈
玉莲十分感激。她终于既能兼顾家庭，又有了一定的
收入。

这几年，宁夏不断加大对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援

助力度，通过职业介绍、职业指导、职业培训、创业
担保贷款、社会保险补贴、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等措
施，切实帮助像哈玉莲这样的一大批就业困难人员实
现了就业。

今年到6月初，全区对924名就业困难人员开展了创
业培训，为88名就业困难人员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277万
元，并为做好就业困难人员就业援助提供了制度保障，
每年购买7000个公益性岗位用于安置就业困难人员。

虽然长时间脱离了工作岗位，但哈玉莲这份工作干
得不错。从抡锄头除杂草、捡烟头，到学习用电脑制作表
格、整理文件，她笑称自己逐渐成了“全能型”职工。

转眼3年的服务期将满，今年初，考虑到哈玉莲家
的实际情况，社区又积极对接当地就业创业和人才服
务中心，申请将岗位延期两年，继续让这一家人不为
生计发愁。

孩子即将进入高三阶段，哈玉莲对未来也充满信
心：“最近一直挤时间参加妇联办的技能培训班，等到
孩子高考结束后，再用学习到的技能找一份收入更
高，更长期稳定的工作！”

家门口的公益岗位
本报记者 禹丽敏

“卓玛，飞机能飞多高啊？”“卓玛你去过哪些城市
了？”……每次回家，格茸卓玛仿佛是村里的“明星”。

格茸卓玛的家乡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
市小中甸镇团结村。这个很多人没有坐过飞机的村子，
却走出了一位在飞机上工作的女孩。

作为东航云南公司的一名空中乘务员，格茸卓玛的
飞行时长已经超过1500个小时。两年间，蓝天见证了她
如何从一个农村藏家女孩蜕变为一名落落大方的空中乘
务员。

一家六口人，父母务农，姐姐读完中学就外出打工，
家里还有80多岁的外公外婆需要赡养，2014年格茸卓玛
考上西藏大学，读书的费用让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2015 年，格茸卓玛家被评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上学路远，她只能乘坐飞机，可一张飞往拉萨的机
票就要 1000 多元。“阿爸卖了家里的三头黄牛凑了 1 万
元钱，就是我一年的全部开销。”这时，村里来了东航
云南公司的扶贫干部。得知格茸卓玛家的情况，扶贫干
部联系公司，为格茸卓玛提供了上学的免费机票。

2018年10月，对口当地展开精准扶贫的东航云南有

限公司招聘少数民族乘务员，她顺利通过面试。在领导
同事的悉心帮助下，格茸卓玛通过“带飞”考核，正式
成为了一名空中乘务员。第一个月发工资，她只留了些
日常开销的钱，其他全部寄回家。她向家里报喜：“阿
爸，女儿挣钱了！”

工作之余，格茸卓玛自学英语和其他专业知识，为
晋级做准备。除了飞行，她还投身到家乡的脱贫攻坚事
业。2020 年 7 月 26 日，格茸卓玛和几位同事参加公司组
织的“扶贫直播”，为家乡的松茸酱等特产直播带货，吸
引了千万观众，交出10万元的销售“成绩单”。

如今，格茸卓玛一家的生活蒸蒸日上：家里在盖新
房子，父亲准备买辆车，十多亩土地计划流转给企业种
植中药材……2015年，格茸卓玛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时人均年收入1000元左右。而现在，她一个人的年
收入就有10万元。

“没有党和政府的精准帮扶，就没有我们一家的小
康生活。我名字中的‘卓玛’在藏语中是女神的意思，
党和政府就是我们藏家人真正的幸运女神！”格茸卓玛
感慨。

飞向蓝天的“卓玛”
本报记者 叶传增

飞向蓝天的“卓玛”
本报记者 叶传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