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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2024年城镇新增就业目标仍为85万人？
省政协委员、人社厅厅长胡斌：稳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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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龚爱秋 版式詹红霞 校对毛凌波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2024年全省
就业工作定下目标：城镇新增就业85万
人。

——依旧是85万人。
这也曾是全省2023年的工作目标。

但一年以后，这项工作以全省城镇新增
就业104万人超额完成。

既然就业形势总体稳定，那为何
2024年的目标依旧是85万人，不再定高
一点？

“出于稳健前行的考虑。”1月23日，
省政协委员、人社厅厅长胡斌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透露，这个数据是基于四川的
实际，并和全国整体情况在各方面相衔
接的结果，“就业是一件很复杂的工程，
受到各方面影响，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共
同参与。”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千方百计稳
定和扩大就业。对此，胡斌表示，今年四
川将持续推进促就业行动，努力实现量
质双升。“就业是最基本民生、第一民生、
民生之本，就业促进是人社系统的第一
职能，是重中之重。”胡斌补充道。

四川就业形势
既严峻，又乐观；有挑战，有机遇

记者：去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104万
人，这意味着什么？

胡斌：意味着我们“大就业”格局正
在逐步形成。因为在超额完成背后，是
全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例如，政府工

作报告里提到的促进青年就业创业“35
条”，就是从拓宽市场化就业渠道、优化
就业创业服务等9个方面打的就业“组合
拳”。还有全年提供政策性岗位超过30
万个，实施以工代赈重点工程375个，这
些都是要多部门多领域协作才能实现。

但整体上看，我们的就业形势依旧
是既严峻，又乐观；有挑战，又有机遇。

记者：严峻和挑战体现在哪里？
胡斌：主要是总量和结构性问题并

存，这是受到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带来的
不确定性。

首先是总量趋紧，这是随着机器替
代，传统工业就业急剧萎缩，提供市场性
岗位大头的产业求人倍率下降。这时候
就业更需要现代服务业来推进，但我们
的产业结构存在错位。我们一、二、三产
业解决就业的结构，大概分别是34%、
23%、43%。从整体看，第一产业农业的
从业人员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1%，第三
产业的从业人员比全国低5%，结构明显
不匹配。

此外，还有高校专业设置与社会需
要脱节、传统适龄劳动力减少、求职者与
用人单位预期大相径庭等问题。

记者：那机遇又在哪里呢？
胡斌：机遇和利好有很多。你看，去

年四川的GDP走了一个很优美的曲线，
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就业的核心还是要
靠高质量发展，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总体上看，四川的经济资源富集，体

系门类齐全，成长性好。同时，还有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经济带建设、西部
大开发战略、长江上游生态保护等政策
叠加推进。

另一方面，相关教育改革也已经启
动，这个过程中，也是择业观就业观的调
整、劳动观念的培养。当然，我们川人吃
苦耐劳、勤奋豁达、乐观向上的品质，也
是解决就业问题时的助力。

破题“高质量”
何为量质双升的高质量充分就业？

记者：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千方百计
稳定和扩大就业，您是怎么理解的？

胡斌：就政府工作报告对就业工作
的安排，我觉得要从三个方面去理解和
把握。

首先，是瞄准高质量充分就业这
个目标，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增进民
生福祉。这与前两年的“六稳六保”一
脉相承，稳就业就是稳经济大盘，促就
业就是促经济发展，高质量充分就业
与高质量经济社会发展相辅相成、互
为因果。

其次，是要把住就业优先这个政
策。各地党政、各行各业，尤其是教育、
产业发展部门，要把就业放在优先位置，
形成大就业促进格局。

最后，是夯实重点群体就业这个基
础。应届大学毕业生和退役军人是每年
城镇新增劳动力的主体，农民工是最大

的就业群体，就业困难人员应提供兜底
保障，有劳动力的“零就业”家庭要动态
清零。

记者：既然提到了重点群体就业，
2023年他们的就业情况怎样？

胡斌：2023年的就业形势总体稳
定。我们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去向落实
率居全国前列，“四类重点人群”高校毕业
生基本实现就业，2600多万农民工就业
总体稳定，“零就业”家庭实现动态清零。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在高
校毕业生刚进入社会最需要帮一把的时
候，帮助他们尽快找到工作。稳定农民
工、退役军人、残疾人等重点群体就业。
可以说，民生情怀深深镌刻在这份报告
里，也指导着我们之后的工作。

“四业”并举拓渠道
形成“大就业”促进格局

记者：清楚了目标，那么，今年怎么
促就业呢？

胡斌：我们要大力推进就业促进行
动，主要从五个方面着手。

首先是凝聚合力，要形成大就业促进
格局。前面也提到了，人社、教育、产业部
门和工青妇、工商联等联合起来，贯通起
来，就业优先。还要推进“专业设置-招
生-教培”一体化改革，把“动手能力”培
养放在第一位。

同时，要持续减税降费，优化营商环
境，稳企业稳岗位。省上开会也多次强
调，要政府不欠账，企业不欠薪、不裁员，
国企要担当，发挥就业稳定器作用。

第三就是“产业、企业、创业、就业”
四业并举，拓展岗位和就业渠道。我前
面也谈到了，就业的核心是市场，我们要
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现代服务业，特别
是生产性服务业。还要引导返乡入乡创
业带就业，让更多农民工不用背井离乡
也能打工挣钱。

另一方面，要规范发展人力资源服
务业，精准对接，提高劳务输出的组织化
和品牌化程度。要加快零工市场建设，
增加季节性用工、共享用工等服务档
期。最后，还要细化服务，规范运行，对
困难就业群体进行兜底帮扶。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李佳雨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壮大
消费基础支撑。开展“消费促进年”活
动，增强消费能力，创新消费场景，优化
消费环境。

成都市锦江区是国务院确定的商贸
繁华区，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春熙路
时尚商圈定位为“世界级都市高端商
圈”。2024年，恰逢春熙路开街100周年，
锦江区如何在全省“消费促进年”和成都
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中勇挑重担？
省人大代表、锦江区区长缪晓波表示，要
提质打造高品质商圈，推进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核心区建设。

谈规划
瞄准国际一流商圈
打造“三座新城”

去年12月，成都市锦江区建设国

际一流商圈暨成渝双城核心商圈指数
发布会上，春熙路时尚商圈瞄准国际
一流商圈，明确了到2025年实现高质
量发展目标：建成千亿级世界商圈，日
客流量达到百万人次，活化焕新十万
平方米人文历史空间，引入千家国际品
牌，打造百条漫游街巷，培育十大洲级
销冠。

缪晓波表示，将聚焦打造国际一流
商圈目标，提升三大功能。其中，核心功
能定位为国际时尚消费核心区、国际交
流交往引领区，特色功能定位为都市文
旅目的地、新兴金融聚集区，基本功能定
位为国际一流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
活环境。

此外，还将打造“三座新城”。提质
打造“地上一座城”，构建“一核两轴三
区”空间功能布局，打造“两环一廊四

线”时尚消费流线，加快推进天府茂业
城等52个重点项目，总投资500亿元以
上。超前规划“地下一座城”。目前，
锦江区正积极调整地铁23号线线路并
在商圈新增2个站点，打通从天府广
场、春熙路、大慈寺到四圣祠地下空间，
力争包装重点项目10个、总投资200亿
元以上。创新建设“云上一座城”。“云
上春熙”平台已入选国家首批智慧示范
商圈，下一步力争在信用定价导流、积
分无界互换、数字人民币跨域支付等方
面走在全国前列。

谈建议
打造国际购物环境

形成国际高端消费体系

围绕打造国际一流商圈目标，缪晓
波也提出了相关建议。

享有“全国第三街”美誉的春熙路商
圈一直是外地人了解成都的第一名片、
本地人感受潮流变迁的首要地标。“春熙
路是商圈也是景圈，是四川、成都的靓丽
名片。”缪晓波表示，将围绕春熙路提升
国际品牌宣传营销。

打造国际一流商圈目标，锦江区还
将在国际龙头企业招引方面发力。缪晓
波表示，下一步将提升商圈办公面积，并
同步招引国际行业龙头企业和总部结算
企业。

此外，他还透露，随着6国免签以及
下一步更大开放，锦江区将持续提升国
际消费的标识友好度、支付便捷度、交通
畅通度，并大力探索布局国际购物环境，
打造国际购物环境，形成西部最高水平
的国际高端消费体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秦怡

省人大代表、成都市锦江区区长缪晓波：

提质打造国际一流商圈

省政协委员、人社厅厅长胡斌 李佳雨 摄 正在应聘的毕业生们。（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