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稳就业是一道民生难题，也是一道
民生必答题。今年四川将如何作答？

“要确保就业形势总体稳定。”1月
11日，省政协委员、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厅长胡斌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四川将大
力推进就业促进行动，量质双升，实现高
质量充分就业。

说现状
“去年四川新增城镇就业近百

万人。”

记者：就业是百姓最关注的民生热
点。能否介绍一下四川就业情况？

胡斌：去年，全省新增城镇就业近
100万人，占全国的1/12。56.5万应届高
校毕业生就业意向达成率80%，名列全
国前茅。组织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
2626万人，居全国第二。“难中之难”的
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群众外出务工
人数突破19万，实现有劳动力的零就业
家庭“动态清零”。

具体到举措上，就像政府工作报告
里所说的，我们出台了“稳就业15条”“青
年就业创业13条”等政策措施。面向高
校毕业生提供政策性岗位22万个，其中
设立3万个公共卫生特别服务岗等。

记者：目前促就业最亟需解决的问
题是什么？

胡斌：首要的、基本的是要解决结构
性就业矛盾越来越突出、规模性失业风
险越来越大、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的问
题。这不仅是受疫情影响，还有经济转

轨、社会转型带来的不确定性等。
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结构性就业矛

盾越来越突出。比如，现在我们缺少高
级技工、高级工程师等高技术技能型人
才，但每年应届大学生毕业人数都在升
高，于是就出现了大学生难就业、工厂又
招不到人的情况。

我觉得要通过发展产业来稳企业稳
就业，因为就业的核心是市场。今年政
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营商环境和产业发
展，这对我们开展工作是一大利好。

记者：政策利好下，您对完成今年城
镇新增就业85万人的目标有信心吗？

胡斌：总体来说，我们是有信心的。
因为还有诸多利好因素，例如，政府工作
报告提到了先进制造业，还有基础设施
建设，这些都会提供大量岗位。同时，还
有群体正在各种政策的扶持下，通过自
主创业等形式实现就业。所以，在省委
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有信心完成
今年城镇新增就业85万人的目标。

谈目标
“量质双升，实现高质量充分

就业。”

记者：这几年一直在强调要高质量
充分就业，到底何为高质量充分就业？

胡斌：它有几个标准。比如充分就

业，就是劳动力资源能够充分利用到现
在的产业发展中。例如，如果现在省外
务工的农民工全部回流，会大大超过省内
的市场需求。再如，特殊年龄、族群的人
没有适合的行业匹配，还有劳动力区位分
布不均，可能这里劳动力比较集中，另一
个区域较少，这些都是不够充分的体现。

相比之下，高质量就很直观。收入
报酬要高、工作环境和条件要好，还有就是
工作能力和收入要匹配。现在年轻人的观
念还有一些变化，比如还应有健康、安全、
社会保障，这也是高质量的题中之意。

记者：那您觉得灵活就业算是高质
量就业吗？

胡斌：这是一个很新的课题。我也
注意到了，当下很多年轻人就是稳定性和
灵活性相结合。比如，一些年轻人不愿进
工厂，想去做外卖骑手、短视频博主、小时
工等。所以，这样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相结
合，目前我觉得算是高质量就业，但是我
们也要提前将一些保障工作做在前面。

记者：具体有哪些保障工作？
胡斌：这个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

到了，关于强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
保障。我们之前一直在落实灵活就业人
员社保补贴申报政策，提高社保补贴标
准，完善社保体系等。2023年，针对平
台经济、灵活就业、去公司化、去劳动关
系化趋势，经济纠纷与劳动报酬网上网
下舆情相互交织等情况，我们还要持续
大力推进和谐劳动关系构建行动。

此外，还要聚合党政和社会资源，以
劳资协商为主，因时因事构建和谐劳动
关系，加大根治欠薪力度，保障各类劳动
者特别是农民工和灵活就业、临时用工、
共享用工人员的合法权益。

聊计划
“从稳企业稳就业、基建项目

扩就业等着手。”

记者：今年准备从哪些方面着手，实
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呢？

胡斌：我们要大力推进就业促进行
动，主要从四个方面着手。

首先要通过发展产业稳企业稳就业，
我前面也谈到了，就业的核心是市场。我
们要着力恢复壮大现代服务业民营经济，积
极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品牌化、市场化，稳
住就业基本盘。目标上，除了2023年城镇
新增就业85万人外，还要将调查失业率控
制在5.5%左右，再创历史新高的63万应届
大学毕业生达成就业意向率80%以上。

其次，就是通过基建项目扩就业，以
工代赈，扩大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规模，
提高组织化程度。

记者：还有哪些措施？
胡斌：还有就是通过引导创业带动

就业，支持农民工、大学生返乡下乡创新
创业。我们希望2023年能带动当地群
众就业，返乡创业农民工超过120万。

最后是通过政策性岗位保就业，例
如要加大公考、公招力度，引导应届大学
毕业生快就业、先就业(再择业)，规范公
益性岗位兜底安置，保障困难群众就
业。我们的目标是脱贫劳动力外出务工
达到220万人以上，推动有劳动力的零就
业家庭“动态清零”。

记者：面对大家对于美好生活的期
望值，人社部门还有哪些计划？

胡斌：我一直觉得，人社部门是最大
的民生部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助推
部门。除了之前提到的就业促进、和谐
劳动关系构建等行动外，还有社会保障、
人才支撑。

我们会大力推进社会保障行动，例
如，提供基础性社会保障保基本，不断壮
大中等收入群体。会随着经济发展、财
力增长，坚持碎步快走，不断提高基本养
老金待遇水平，动态调整事业单位绩效
工资水平，分类指导国有企业工资制度
改革，提升养保、失保、工伤保险统筹水
平，保障按时足额发放社保待遇等。

同时，针对高层次、高素质、高技能
人才匮乏的现象，大力推进人才支撑行
动。例如，深入推进事业单位改革、职称
制度改革，打通专业技术人才和职业技
能人才成长通道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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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协委员、人社厅厅长胡斌：

大力推进就业促进行动 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2023年四川要实现城镇新增就业85万人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坚持底
线思维极限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有力维护安宁祥和社会环境。五年来，
国防教育、国防动员和人民防空建设得
到加强，退役军人事务和双拥工作扎实
开展。

“德阳市中江县是特级英雄黄继光
的故乡，建议加强建设新时代国防教育
阵地，大力弘扬黄继光英雄精神。”1月12
日，省两会现场，省人大代表、德阳军分
区政治委员郑谊德在接受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说。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化全民国
防教育。发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的
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推动全社会见
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

郑谊德表示，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
特级英雄、“双百人物”黄继光的故乡，四
川应在弘扬英雄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上
走在前列，大力弘扬黄继光英雄精神。

“这对于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国防
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合格接班人，凝聚磅礴意志力
量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同时对于拉动四
川红色文化产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也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说，开展全民
国防教育，部队有自身优势与资源，应做

好带头表率作用。
2022年7月，在郑谊德的倡导下，

“黄继光民兵连”成立。据介绍，中江县
人武部利用民兵整组、训练等时机，全方
位加强民兵思想政治教育，把黄继光精
神融入民兵队伍，锻造了一支敢打必胜、
忠诚奉献的铁拳力量。

“忠于祖国、英勇顽强、勇挑重担、敢
于牺牲”的黄继光精神一直在赓续传承，
成立“黄继光民兵连”，正是全面传承发
扬新时代黄继光精神的重要举措。郑谊
德表示，应挖掘驻地红色资源，开展红色
教育，把黄继光英雄精神转化为推动国
防动员事业的强大动力，在强军兴军的
征程中再立新功。

加强国防教育，青少年是重中之
重。郑谊德发现，省内各区县对于宣扬
特级英雄黄继光的故事仍存差异，中小学
生对四川英雄、红色文化的知识储备还有
待提高。“生活在和平年代，我们比任何时

期都需要社会关注国防教育。”他说。
黄继光纪念馆于1984年建成至今，

根据其现有运营情况，郑谊德建议丰富
拓展宣传载体手段，从群众角度出发，免
费开放的同时更要注重设置能吸引市民
百姓、青年学生的展陈。充分利用新技
术、新手段宣传黄继光精神，把展陈物品
数字化、瞻仰过程视频化，创建网上黄继
光纪念馆，利用烈士纪念日等开展云纪念
活动，扩大受众面，增强教育效果。

此外，郑谊德还建议大力开发红色
旅游产业。整合资源建立“红色+生态”
旅游体系，在建好黄继光纪念馆、黄继光
故里的基础上，倾心打造黄继光水库、黄
继光主题公园、黄继光国防教育体验馆
等，形成参观游览完整链条，精心制作推
出黄继光主题剧目，研发相关文创产品，
与全国其他红色教育基地建立协作关系，
跨区域增加展陈，让黄继光精神家喻户
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霁月

省人大代表、德阳军分区政委郑谊德谈新时代国防教育：

擦亮四川英雄名片 赓续红色基因

省政协委员、省人社厅厅长胡斌

省人大代表郑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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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要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85万人。

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把促进
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
在更加突出位置，稳定农民工就业。

强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
障。

——摘自《政府工作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