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粤人社函 匚⒛18〕 1475号

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务院扶贫办

关于做好⒛1s年就业扶贫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人力资源 )局 、挟贫办 (协

作办、对口办、经协办 )∶

现将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做好⒛18年

就业挟贫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函 匚⒛18〕 ” 号 )转发你们,并

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如下要求,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提高认识,高度重视

做好扶贫工作是全党全国的大事。在全国各地、各部门深入

实施脱贫攻坚的大格局下,人社部门肩负着就业扶贫的重要任务。

⒛18年是就业扶贫关键的一年。各地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脱贫攻坚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和深刻内涵,提高政治站位,增

强政治自觉,充分认识就业扶贫工作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增强做

好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强化落实,全力做好就业挟贫相关工

作。



二、统筹兼顾,聚焦重点

各地要结合 《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方案》

(粤办发 匚2018〕 8号 )、 《广东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印发粤桂

扶贫协作 2018年工作要点的通知》(粤扶办 匚⒛18〕 31号 )、 《广

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补短板助推精准扶贫行动计划X粤人

社函 E⒛ 18〕 427号 )等有关文件要求,统筹做好就业扶贫有关

工作。聚焦国家深度贫困地区 (“三区三州
”

)、 东西部扶贫协作地

区和省内原中央苏区、欠发达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坚持问

题导向,找准位置,瞄准重点,采取更加集中的支持、更加有效

的举措、更加有力的工作,切实解决问题,确保完成脱贫攻坚任

务。

三、加强对接,完善机制

各有关市、各帮扶县 (市、区)要与受援地市、县 (市 、区 )

建立完善对接机制,明确相应责任,不定期开展互访和举行联席

会议,研究协调具体协作事项,共同推动就业扶贫协作事项落到

实处。深入开展携手奔小康行动,乡镇之间、行政村之间结对帮

扶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

四、加强作风建设,确保工作落实

今年是脱贫攻坚作风建设年。对于扶贫脱贫工作,中央有着

严格的责任体系、监督体系、评估体系和考核体系,也有明确的

纪律要求,实施最严格的考核评估。要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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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弄虚作假以及消极腐朽现象,坚持实事求是,切实转变作

风,把每项工作做实做细、落到实处。要加强检查督查,确保扶

贫数据来源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防止数字脱贫、虚假脱贫等问题。

附件: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务院挟贫办关于做好⒛18

年就业扶贫工作的通知 (人社部函 匚⒛18〕 2号 )

⒉ 省内外帮挟关系表

秤源喀
泓褊遘

舻 ,扌宥
蔷

律5汩嘞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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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组办公室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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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部函 匚⒛ 18〕 22号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务院挟贫办

关于做好 ⒛18年就业挟贫工作的通知

备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 )、 挟贫办 (对 口支援办):

2018年 是全面打好脱贫攻竖战的关键一年,也是就业扶贫

巩固成效、攻坚克难之年。各地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牢 固树立
“四个意

识
”,充分认识就业扶贫工作的重要意义,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基本方略,以 促进有劳动能力的贫因人 口都能实现就业为目

标,以 完善落实就业挟贫政策措施为抓手,以 深度贫困地区为重

点,进一步加大力度、精准施策,努力扩大贫困人口就业规模 ,

提高就业稳定性,确 保零就业贫困户至少一人实现就业。现就有

关要求通知如下 :

-、 多渠道开发就地就近就业岗位。各地要加强就业扶贫载

-4—



体建设,因 地制宜推广就业扶贫车间、社区工厂、卫星工厂等就

业扶贫模式,进一步规范建设标准,探索运行机制,加 大政策挟

持力度,促进可持续发展,引 导就业挟贫载体吸纳更多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就业。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引 导农民工、大学生、退伍

军人等人员到贫困县乡村创业,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事业单位人员

回流贫困村领办创办项目,培育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支持农

村电商发展,支持贫因县建设创业园区,’ 加大创业政策、创业培

训、创业服务力度,通过创业带动贫困劳动力就业。挖掘农业就

业潜力,鼓励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农业经菅主体

更多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鼓励居家灵活就业,结合当地传统文

化、自然生态、产业基础等情况,引 导贫因劳动力居家从事传统

手工艺制作、农产品加工、来料加工。统筹开发公益性岗位,鼓

励引导贫困县乡积极开发养路、护林、护草、生态管护等用于扶

贫的就业岗位,对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贫困劳动力予以托底安

置,解决就业增收问题。

二、深入开展劳务协作。东西部协作省份要将劳务协作作为

政治任务摆在重要位置,加强合作,加大力度,务求实效。落实

劳务协议,根据协作进展情况及时调整补充协议内容,完善协作

措施,提高协作有效性。加强劳务对接,广泛搜集适合贫困劳动

力的岗位信息,建立跨区域、常态化的岗位信息共享和发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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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招聘活动,为 贫困劳动力和用人单位搭

建对接平台。加强能力建设,可通过帮助贫困县建设人力资源市

场、职业培训机构,提供职业指导师、培训师资等多种方式,支

持贫困地区提升公共就业服务能力和职业培训能力。加强工作推

动,引 导更多贫困劳动力参与劳务协作实现转移就业。

三、大力加强就业服务。各地要适应贫困劳动力特点,注重

与挟志扶智相结合,提供全方位、精准化、精细化就业服务。积

极开展职业指导,引 导贫困劳动力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提升就

业意愿,激发劳动致富内生动力,调 动贫困劳动力就业积极性 ,

提高贫困劳动力劳动参与率。加强职业介绍,摸清每个贫困劳动

力的基本情况和就业意愿,确定专人
“
一对一

”
帮扶,制定有针

对性的个性化求职就业方案,引 导贫困劳动力与用人单位精准对

接;广 泛动员劳务经纪人、人力资源市场机构参与就业挟贫,面

向贫困劳动力开展有组织劳务输出。结合当地特色产业和人力资

源优势9打造和推广一批劳务品牌,以 劳务品牌带动转移就业。

四、开展技能扶贫行动。备地要针对贫困劳动的实际情况和

就业意愿,开展太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和技工教育,确保有培训意

愿的贫困劳动力都能得到职业技能培训机会,有就读技工院校意

愿的符合条件的劳动者都能入学就读。广泛发动备级备类职业院

校、职业培训机构和企业面向贫困劳动力开展职业技能抟训,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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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培训补贴政策,推行项目制培训,向 政府认定的培训机构整建

制购买就业技能培训项目。组织千所省级重点以上技工院校开展

技能脱贫千校行动,力 争使每个有就读技工院校意愿的贫困
“
两

后生
”

都能免费接受技工教育,每名有参加职业培训意愿的贫困

劳动力每年都能到技工院校接受至少 1次免费职业培训。积极推

荐接受技工教育和职业培训的贫困学生 (学 员)就业,实现
“
教

育培训一人,就业创业一人,脱贫致富一户
”

的目标。

五、切实做好深度贫因地区就业扶贫工作。备地要切实负

贵,把深度贫困地区就业扶贫作为重中之重,制定专门的就业挟

贫工作方案,明 确目标任务,确定每年促进贫困劳动力就业人数

和渠道,建立工作责任制。着力拓宽就业空间,依托东西部挟贫

协作机制、对口支援机制,结合产业援助、项目援助和其他脱贫

攻坚措施,开发适合当地贫困劳动力的岗位,创 造更多就业机

会。更加注重精准施策,针对深度贫困地区交通不便、贫因劳动

力语言不通、就业意愿不强等问题,综 合运用各种政策服务手

段,提高服务培训的精准度,对零就业贫困户实施
“
一户一策

”
,

确保至少一人实现就业。有条件的省份可组织贫困劳动力、贫困

地区基层公共就业服务人员到经济发达地区实地观摩、短期培

训、实习锻炼,帮 助他们开阔视野、转变观念、提升能力。加大

支持力度,积极协调发改i财政等部门在资金分配、项目安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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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 ,帮 助解决实际问题。

六、加强就业扶贫作风建设。zO18年 是脱贫攻坚作风建设

年。备地要按照挟贫领域作风问题专项治理要求,切 实落实责

任,坚持 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健全制度、完善措施,把就业挟

贫工作做实做细做出成效。进一步摸清底数,准确掌握贫因劳动

力就业失业情况,依托农村贫困劳动力就业信息平台实行动态管

理。进一步落实政策,完善操作办法,降低政策门槛,增 强可操

作性,确保符合条件的贫困劳动力、用人单位都能享受到政策挟

持。进一步规范资金使用管理,杜绝发生就业补助资金、扶贫资

金在就业挟贫工作中被贪污浪费、挤占挪用等问题。太兴调查研

究之风,深入实地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走访调查,指导解决工作

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七、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各地要加强就业挟贫工作宣传,大

力宣传就业扶贫的政策措施、工作中好的经验做法,以及通过就

业创业脱贫致富的先进人物和典型事例,菅遣支持贫困劳动力就

业创业、劳动致富光荣的良好社会氛围。进一步动员社会力量支

持就业挟贫,征集一批在就业扶贫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企业案

例,打造就业扶贫爱心企业典型,引 导更多企业积极吸纳贫困劳 .

动力就业。在备地工作基础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务院挟

贫办将适时推出一批就业扶贫示范区、就业挟贫爱心企业,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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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菅造良好社会氛围。

各地要将就业挟贫中好的经验做法、典型案例、重大活动有

关情况及时报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国务院挟贫办

开发指导司。

联系方式 :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

联 系 人:沈宏 薛鑫

珥走 勇 1哇 L话 : 010-ˉ 8座 201536、  84201537

国务院挟贫办开发指导司

联 系 人:月 加龙 李超

联 系 电 话 :010一 阻 419975

(此件主动公开)

(联 系单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

:铲胛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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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附件 2

省内外帮扶关系表

支援方 任务类型 受援方 (被帮扶地区)

全省

东西部扶贫协作
广西壮族自治区

四川甘孜自治州

专项援助 黑龙江

广州

东西部扶贫协作 贵州黔南自治州、毕节市

对口支援工作

西藏林芝波密县

新疆喀什疏附县

四川甘孜州炉霍县、色达县、新龙县

专项援助 湖南花垣县、龙山县、湖北郧西县

省内精准扶贫对口帮挟 梅州、清远市

深圳

东西部挟贫协作 广西百色市、河池市

对口支援工作

西藏林芝察隅县和察隅农场

新疆喀什的喀什市和塔什库尔干县 (对 口支援

方案由深圳市自行制定 )

四川甘孜州石渠县、德格县、甘孜县

专项援助
湖南花垣县、龙山县、湖北郧西县

黑龙江哈尔滨市

省内精准挟贫对口帮扶 河源、汕尾市

珠海

东西部挟贫协作 云南怒江自治州

对口支援工作
西藏林芝米林县和米林农场

四川甘孜州理塘县、稻城县

省内精准挟贫对口帮扶 阳江、茂名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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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方 任务类型 受援方 (被帮扶地区)

佛 山

东西部挟贫协作 四川凉山自治州

对口支援工作

西藏林芝墨脱县

新疆喀什地区伽师县

四川甘孜州乡城县、得荣县

专项援助 湖南花垣县、龙山县、湖北郧西县

省内精准挟贫对口帮扶 湛江、云浮市

惠州 对口支援工作
西藏林芝援朗县

四川甘孜州丹巴县、道孚县

东莞

东西部扶贫协作 云南昭通市

对口支援工作

西藏林芝巴宜区

新疆兵团农三师图木舒克市

四川甘孜州雅江县、九龙县

专项援助 湖南花垣县、龙山县、湖北郧西县

省内精准扶贫对口帮扶 韶关、揭阳市

中山

东西部扶贫协作 云南昭通市

对口支援工作
西藏林芝工布江达县

四川甘孜州白玉县、巴塘县

省内精准挟贫对口帮挟 肇庆、潮州市

江 门
对口支援工作 四川甘孜州康定县、泸定县

东西部扶贫协作 广西崇左市 (天等、龙州、宁明、大新县 )

肇庆市 东西部扶贫协作
广西桂林市 (龙胜、资源县 )、 贺州市 (富川、

昭平县 )

湛江市 东西部扶贫协作 广西柳州市 (融水、融安、三江县 )

茂名市 东西部挟贫协作
广西南宁市 (马 山、上林、隆安县 )、 来宾市 (忻

城、金秀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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