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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六项措施倡导就地过年、在企休假

鼓励企业发留岗红包、提高食宿标准
倡导就地过年
劳动权益有保障

根据活动方案，各地要针对坚守
岗位、留守过年的省内务工人员，组织
多种形式的“送温暖”和集体过年活
动，引导务工人员留在就业地过年。

鼓励企业结合生产经营实际，采
取发放留岗红包、过年礼包、安排文
化娱乐活动、提高食宿标准等措施，
竭尽所能提供暖心、贴心服务，吸引
职工就地过年、在企休假。

引导企业合理安排生产，结合需
要灵活安排职工在岗培训和技能提
升培训，按规定落实失业保险稳岗返
还、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等相关政策，
引导企业不裁员、少裁员，以岗留工、
以薪留工。协调强化餐饮商超、医疗
卫生、治安消防等服务供应保障，确
保企业和务工人员正常生产生活。

“豫见”专项对接
安心在外有温度

我省将加强省际协作，深化省政
府与重点劳务输入省市签订的《劳务
合作备忘录》，开展“豫见浙江”“豫见
江苏”“豫见上海”“豫见广东”“豫见福
建”等专项对接。两地政府“面对面”，
帮助豫籍在外务工人员落实好工资、
休假等待遇保障，在“非必要不返乡”
的同时，能够感受到来自家乡的关心。

各地各部门要主动与外出务工
人员集中地联系，妥善安排好在外务
工人员工作生活；指导在务工地设立
的办事处、豫籍人员组织的商会协会
等民间机构，帮助务工人员解决实际
困难。

针对留守老人、妇女、儿童，要组
织开展送爱心帮扶行动，让外出务工
人员家人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对
确需返乡过年的务工人员，引导错峰
出行，为返乡农民工提供不断档服务。

开展精准帮扶
重点服务对象有收入

我省将开展“一对一”精准帮扶，
实现重点服务对象有收入。

对于脱贫人口、低保对象、农村
低收入人口等重点帮扶对象，优先支
持外出、优先稳岗就业、优先兜底帮
扶，开展“一对一”精准帮扶，实行
“131”服务——提供至少 1次职业指
导、3个适合的岗位信息、1个培训项
目，全力促进外出务工、就地就近就
业或留乡创业。

对“三无”人员（无法离乡、无业可
扶、无收入），加大就业资金投入力度，
开发防疫消杀、卡点值守、社区服务等
公益性专项岗位，优先安置上岗就业。

实行“点对点”就业服务，
实现农村劳动力节后外出有
岗位。

各地各部门要提早摸清
春节前后企业开工复工和农
民工返乡返岗情况，在外出务
工人员集中地协调开行专车、
专列、专机，根据需要组织开
行“点对点”包车（机）服务，确
保返乡农民工节前“回得来”，
节后“出得去”。

持续完善“四有一可”工
作模式，对于有一定用工需求
规模的企业，采取有组织、有
计划统一送达，实现“出家门

进车门、下车门进厂门”直达
运输。

对有就业意愿的农村劳
动力全面纳入实名制动态就
业服务，开展“春风行动”，依
托基层站所摸清劳动力信
息，组建“人社服务专员”队
伍对接企业需求，促进人岗
精准对接。

强化政府公共服务机构
和社会就业服务资源“两轮驱
动”，在信息采集、资源共享、
技能培训、劳务对接、跟踪服
务等方面协调联动，为求职者
提供不间断服务。

推进“一条龙”用工服务，
实现重点企业节后复工复产
有支撑。

各地要明确专门的机构
和人员，主动对接重要医用
物资生产、生活必需品生
产、保障城市运转、重点产
业链等企业，及时了解掌握
企业用工需求，采取线上线
下、短信微信等方式推送招
聘信息，推动求职者与用人
单位实时对接，尽量满足企
业正常生产用工需要。

视疫情变化，对企业跨省
辖市员工有返岗需求的，或企
业有特殊专业需要的人员，由
企业提供员工名单、联系电
话、居住地址，通过人社部门
对接机构转至员工居住地，帮
助企业畅通接运渠道。

依托河南省“互联网+就
业创业”系统，开发劳动力余
缺调剂信息平台，建立重点企
业用工调度保障机制，优先支
持重点企业、重大项目、重大工
程连续生产、保障供应。

实行就业服务 节后外出有岗位

做好用工服务 复工复产有支撑

研判就业形势
防范规模性失业风险

采取六项措施，实现“五有一防”……记者昨日从省人社
厅获悉，省人社厅、工信厅、民政厅、交运厅、扶贫办、省工会、
省妇联共同印发文件，将于1月21日至3月31日，在全省开展
“迎新春送温暖、稳岗留工”专项行动，旨在送温暖留心、强政
策留岗、稳生产留工、优服务留人，确保员工健康安全、企业生
产有序、就业形势总体稳定。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娜

省级层面搭建农民工流动监测
模型，依托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
商行为轨迹技术，运用大数据手段，
实时监测农民工流动情况，研判农民
工就业形势。

在全省100个定点行政村统计监
测的基础上，周口、商丘、驻马店、信
阳、南阳5市要各选取一个县，每个县
选取20个行政村，参照同样监测指标
和监测方法，按周向省厅上报数据，
扩大监测成果。

其他地方也要指导所属县（市）
从每个乡镇至少选取一个行政村，摸
准农民工节前返乡、节后返岗情况；
有条件的地区可以探索实名统计，更
加精准监测结果。依托基层平台和服
务机构，建立返乡人员“来源有登记、
健康有监测、去向有记录、轨迹可追
溯”的疫情防控台账，做好应对预案。
紧盯重点地区、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
密切关注企业用工需求和农民工就
业动态，防范发生规模性失业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