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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积极就 业 政策

  做 好 下 岗失业 人员再就 业 工 作

翁良钧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 企业改制已基本完

成，如何解决下岗失业人员特别是大龄下岗失业人员的再

就业问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对此，浙江省宁波市认真

分析研究了近年来本市的就业特点，有针对性地提出以引

导扶持大龄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为就业工作的核心内容，

大力实施 “116” 再就业工程、 用工补助、 非正规就业、

组织网络建设，循序渐进地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积极的就业

保障政策措施，鼓励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确保了

社会的稳定和事业的发展。

一、发挥政府引导作用 ，实施 “1 1 8” 再就业工程。
“116” 再就业工程是指： 一年组织采集 1万个适合帮困

对象的就业岗位，联系1000户有求职愿望的帮困对象家

庭，提供 6次就业服务。两年来宁波市区共开发社区岗

位 4万个， 其中组织了 12场帮困专场洽谈会提供合适岗

位 1.2 万个， 有 9900 多名下岗失业对象走上工作岗位。

特别是对于仅靠自身努力难以解决就业问题的特困人群，

政府调剂出一些公益性岗位缓解就业压 力。同时设立

“116 帮困就业服务专窗”，开通 “特困就业群体服务热

线”，为失业人员登记造册， 建立工作台账，实行跟踪

服务。据统计，2002 年 1-8 月份共接受电话咨询、 求

职登记、 职业指导、 职业介绍 3500 余人次。

二、发挥舆论导向作用， 动员全社会都来关心大龄下

岗失业职工。以 “结对一个 、 援助一个、 解困一个”

为工作目标，开展 “帮困结对比贡献” 活动。2000 年，

由市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走访 1000多户下岗失

业职工家庭；2001年， 又组织县处级以上干部开展结对

帮扶困难群众活动；目前全市各级已联系结对困难群众

6000多户；市慈善总会成立 3年来，支出 1400万元，资

助困难群众 1 万余人次。此外， 他们还建立 “81890”

求职信息热线，为政府和企业连接市民提供服务平台，目

前已有将近500家社会服务性企业加盟其中，服务项目已

经扩大到16大类 160项。由于就业门槛不高， 2002年 1-
8月份已经为 4200多名失业人员提供了服务。

三、发挥政策扶持作用，全方位实施积极的就业政

策。一是实施用工补助政策。为帮助大龄下岗失业人员

实现再就业，在经过大量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的基础上，

2001年宁波市相继出台城区扶贫帮困工作实施办法及实施

细则，明确对 “协保”（2009 年 12 月 31 日前退休）人

员 、 低保人员 、“4 0 5 0” 群体、双失业家庭实行就业

政策倾斜。规定对招用 “协保” 人员的用人单位， 给

予每月 200元用工补助；对招用低保、双失业、 女满 40

岁和男满50岁的失业职工的单位，每月给予300元补助，

其中 150元用于社保补助， 150元作用工补助。所需资金

主要由地方财政负担。用工补助政策旨在鼓励用人单位招

收大龄失业职工和帮困对象，从2001年开始实行。通过

设 立 “用工补助专窗”，开通 “用 工补助专线”，实

行 “一次申报、随时增补， 按季发放” 的工作程序，

至2002年6月底，全市申报用工补助单位达468家次，申

报人数将近2000人次，发放用工补助款236万元。二是出

台失业职工免费再就业培训政策。对低保失业职工，一
次性培训考核费实行全免；对双失业职工，一次性培训

考核费 1000元以下实行全免；对连续工龄30年的失业职

工，一次性培训考核费700元以下实行全免；对 “4050”

失业职工，一次性培训考核费 500元以下实行全免；对

其他失业职工，一次性培训考核费200元以下实行全免。

至 2002年 8月，全市经过再就业培训的下岗职工累计超

过 2万人次。三是制定非正规就业政策。市区财政出资

2000万元设立市促进就业专项资金，用于失业人员创办

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或小企业开业资金贷款的担保、贴

息、 综合保险、 职介补贴等。明确下岗职工申请一年期

专项贷款在5万元以下的，由专项资金提供贴息和担保支

持。非正规就业人员属于用工补助对象的，也给予每月

300元用工和社保补助。对非正规就业人员设立每年100

元综合商业保险。同时规定街道、社区社会保障与救助

机构每介绍成功 1名失业人员就业的，给予 100元职业介

绍补贴。

四 、加强社会保障网络建设 ，确保各项政策落到实

处。宁波市提出社会保障与救助管理职能应向街道、社

区 延伸。按照 “创造条件， 全面推进，抓紧实施” 的

原则，积极建设市区基层社会保障与救助服务机构。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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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8 月底，市区已有 23 个街道， 6 个乡镇， 149 个社

区建立了基层服务机构，441个工作人员已全面开展了工作，

共进行失业登记、 发放失业保险金、推荐培训、职业介绍成

功、 办理证件 7.7万人次。此外，他们还加大劳动力市场硬

件投入，全市在市场硬件建设累计投入已经超过1亿元。加

快信息化步伐，实施基层社会保障与救助计算机信息网络应用

平台建设，第一期系统开发建设资金120万元已经由政府先期

投入。通过努力，基本形成三级机构、 四级网络的社会保障

管理体系， 实现劳动力市 场信息联网共享。

五 、 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加大社会保障投入。围绕到

2005年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要达到15% -
20%目标，近年来宁波市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稳定

增长。1999年市本级财政社会保障性支出 1.7亿元；
2000年市本级财政社会保障支出2亿元， 比1999年增

长18.3%；2001年市本级财政对社会保障性补助支出

为 2.6亿元，比 2000年增长 32% 。社会保障性支出占

市本级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999年的9.6%提高到2000年

的 10.4%；2001年社保支出占当年度财政支出比重达

到 12.1%，比 2000 年增加 1.7 个百分点。
（作者单位： 浙江宁波市财政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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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内蒙古 自治 区是全国生态

环境建设的重点地区之一，也是中央财

政投入此类公共支出的一个重点。在自

治区政府正 确领导下，财政厅抓住机

遇，强化管理，京津风沙源治理、退耕还

林、天然林保护等工程进展顺利，成效明

显。特编发一组文章，以引起全社会对这

一问题的广泛关注。

内蒙古是我国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的地区之一，荒

漠化土地约占全区总土地面积的60%，最为突出的是草原

退化沙化和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据统计，全区退化沙

化草原 5.8亿亩，约占草原总面积的一半；水土流失

面积 4.08亿亩，每年流入黄河的泥沙量 1.8亿吨。为

改善内蒙古及整个北方地区的生态环境，再造秀美山

川，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把生态环境保护与建

设作为西部大开发的主要内容之一，从1998年到2001

年，中央财政投入我区的生态建设专项资金 104.1亿

元，其中国债专项资金69.8亿元，天然林保护补助资

金23亿元，退耕还林还草和风沙源治理资金11.3亿元

（包括粮食折价补助和现金补助 ）。

中央的财力支持给内蒙古人民以极大鼓舞，自治

区党委、 政府要求，全区上下要十分珍惜这难得的机

遇，全力以赴，力争把我区建设成为祖国北方最重要

的生态防线，责成生态建设重点地区和自治区有关部

门将生态建设的规划做深做细，动员民众奋发努力，

全面完成生态建设的阶段性任务。财政部门的主要任

务是，建立健全生态建设资金的各项管理制度，加强

督促检查，花好国家的每一分钱。经过各地区、各部

门的共同努力，1998年以来我区共完成退耕面积100

万亩，荒山荒地种树种草面积280万亩，环京津地区

风沙源治理面积1109万亩，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面积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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