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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落细重点群体就业

稳定整体就业形势，首先就要落实落细重
点群体的就业。宁波实施“提升就业服务质量”
行动，聚焦重点群体和重要就业时段，完善更加
精准的就业帮扶机制。

“就业难”“招工难”，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如
何来缓解？去年成立的宁海产业人才学院通
过“四方联动”模式来解决，即政府搭建平台，
确定第三方专业人才机构；高校安排学生；企
业提供岗位实训；第三方专业人才机构对接高
校和企业，为企业提供人才培养方案，为学生
设计实训课程。目前，宁海制造业产业人才平
均培训周期从 30 个月降至 12 个月，人才留用
率由 40%提高至 90%以上。宁海产业人才学
院已与国内 30 所高等院校建立合作培养关
系，在当地龙头企业建立了大学生就业实训基
地90余家。

成立宁海产业人才学院仅仅是宁波市、县
人社部门强化高校毕业生就业帮扶的举措之
一，为了深入实施“甬上乐业”计划，宁波通过组
织开展线上线下招聘、就业委员培育、就业指导

培训、职业能力测评、高校毕业生专项帮扶等多
项活动，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服务，促进高校
毕业生更高质量就业创业，去年宁波新引进大
学毕业生21.6万人，同比增长30.7%。

同时，宁波持续开展就业援助月、春风行动
等专项行动，开发保持公益性岗位，零就业家庭
动态清零。在今年就业援助月专项活动中，宁
波对就业困难人员、残疾群众、失业人员加强职
业指导、职业介绍、培训信息推介，组织专场招
聘活动86场，达成初步意向超4600人次，帮助
超9800名就业困难人员享受政策，支出金额达
1150.6万元，实现就业近4200人。

此外，针对灵活就业人员，从去年开始，宁
波多部门陆续出台“甬上乐业”计划 10 条就业
创业新政、灵活就业“十有”综合保障体系、15
项涵盖灵活就业人员职业生涯全生命周期服务
的举措，激发新业态灵活就业活力，打造就业新
增长点。

根据这些新政策新举措，目前，宁波全市灵
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人数
分别超过 53 万人和 43 万人；已有近 200 名“快
递小哥”取得初级、中级职称。去年发放的技能
培训补贴近10万人次。

构建创业带动就业新格局

创业多年的汤忠武，毕业于浙江大学宁波
理工学院设计专业，去年把创立的“渔夫原创”
品牌升级成了平台，由插画师提供原创作品，平
台负责设计、生产、销售、售后等配套服务，营业
额达到1361万元，淘宝抖音等全平台粉丝增至
151.8 万，直接带动就业 23 人。今年 4 月，包括
汤忠武在内共有 9 人被评为 2021 年度宁波市
大学生创业新秀。

培树“创业新秀”等典型，激发大学生创业
热情；降低贷款门槛，解决初创企业资金难题；
丰富服务供给，为创业者提供更多便利⋯⋯宁
波不断出台多项举措精准发力，构建创业带动
就业新格局，随着政策的不断完善，创业带动就
业效果明显。

宁波构筑了一个贯穿培育、成长、壮大的创
业生命周期的全链条政策扶持体系，涵盖了创
业担保贷款、众创空间培育、创业孵化示范基地
扶持、社保补贴、场租补贴、带动就业补贴等多
方面。在鼓励创业上，宁波投入“真金白银”，营
造了浓厚的创业氛围：过去 5 年为 14309 名创
业者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35.86 亿元；发放创业
带动就业岗位补贴 13545 万元，扶持创业实体
20969家，带动就业67734人等。

宁波推出的“四有”创业服务已成为品牌。
所谓“四有”，是指“日有创客咖啡、周有创业沙
龙、月有创业集市、年有创业大赛”。创业集市
已举行了 70 期，为创业者实现“三找三送”，即
找市场、找资金、找项目、送政策、送人才、送
服务，服务创业者累计超6.7万人次。

宁波目前已认定的市级创业孵化示
范基地 36 家；去年新增省级高质量就业
社区（村）39 家。宁波发挥各社区、村自
身特色，利用优势资源助力群众就业创
业，如江北区洪塘街道洪都社区针对社区
中年轻妈妈多的特点，组织电子商务培
训，提供就业指导，鼓励她们在家就业；海
曙区南塘社区与辖区企业签订“对口就业协
议”，优先安排社区居民。

强化企业用工服务保障

今年初，宁波出台支持企业留工优工促生
产的政策，尽一切努力帮助更多企业降成本，稳
岗、扩岗，一季度结束之前，1.26 亿元的留岗补

贴和交通补贴陆续抵达 1.63 万家企业和 29.56
万名员工的账户中。近期宁波首批 1.1 万余家

“免申即享”稳岗返还的企业 1.46 亿元资金额
也已公示，正在逐步拨付中。

宁波人社部门不断强化企业用工服务保
障，除了全面落实市里关于企业留工优工的各
项举措外，还将“零工市场”覆盖到宁波各县市
区，因地制宜完善各地各级人力资源市场，积极
盘活全市人力资源存量，形成多渠道保障用工
格局。

同时，宁波着力推进职业技能提升培训。
由政府提供经费扶持，点多面广、内容广泛的技
能提升培训惠及大量人群，仅在2021年度就完
成技能培训 42.27 万人次；针对包括家政服务、
网络直播等在内的多项灵活就业的工种，宁波
大力推进相关内容的项目制培训，仅在今年新
发布的项目制培训目录清单中就有涉及灵活就
业工种53个。

此外，发端于宁波，并在全省推广的“十省
百城千县”劳务协作正让更多的宁波企业扩岗
用人有底气。宁波人社部门通过市县联动，组
成的 55 支“小分队”一直奔波在安徽、江西、贵
州、四川等 13 省 30 多个市，开展劳务对接、招
聘会等活动，仅今年春节就专列包车点对点接
返 1.2 万余人，为员工快速返岗和优质劳动力
引流打开渠道。

（（图片图片由宁波市人社局提供由宁波市人社局提供））

宁波：打好“组合拳”构建高质量就业促进体系
段琼蕾 任 社 汤慧琳

今年今年 22 月月，，在宁波市江北区零工市在宁波市江北区零工市

场场，，来自江西的徐梅通过工作人员介来自江西的徐梅通过工作人员介

绍绍，，找到了一份家附近超市小时工的工找到了一份家附近超市小时工的工

作作。。之前她因为要照顾之前她因为要照顾 22 个孩子个孩子，，已经已经

很长时间没上班了很长时间没上班了。。好消息一个接着好消息一个接着

一个一个——““根据宁波关于灵活就业的新根据宁波关于灵活就业的新

政政，，我已经参加了医保我已经参加了医保，，小孩小孩 99 月能在月能在

这儿上公立学校这儿上公立学校。”。”她说她说。。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实现更加充分实现更加充分

更高质量就业是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更高质量就业是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的重要基础裕的重要基础。。宁波强化就业优先导宁波强化就业优先导

向向，，着力打造着力打造““甬上乐业甬上乐业””22..00 版版，，落实落落实落

细重点群体就业细重点群体就业、、构建创业带动就业新构建创业带动就业新

格局格局、、强化企业用工服务保障强化企业用工服务保障，，通过打通过打

好好““组合拳组合拳”，”，争取在全省率先构建形成争取在全省率先构建形成

高质量就业促进体系高质量就业促进体系。。去年去年，，宁波城镇宁波城镇

新增就业新增就业 3434..44 万人万人，，今年一季度新增今年一季度新增

66..0101万人万人。。

鄞州区东吴镇零工市场场景 王琼璐 摄

借助“我选宁波、我才甬现”直播间，宁波人社助
力企业云端引才。

借助“我选宁波、我才甬现”直播间，宁波人社助
力企业云端引才。

今年 2 月，在宁波火车站广场举办人力资源供
需对接会。

杭州农商银行系统：
延伸金融服务触角 助力新市民安居乐业

周周 青青 杨杨 静静 叶许婷叶许婷 申屠晓欢申屠晓欢

服务创业就业
金融助力扎根

金融服务正在更加精准滴灌新市民的创业
和奋斗梦想，从江西上饶来富阳开女装店的王
女士对此感触颇深。

“我正愁没钱进货，你们就送贷款上门了。”
今年王女士想通过线上直播带货，但苦于资金
不足未能开展。富阳农商银行获悉情况后，上
门指导王女士办理了“众享贷”线上贷款 20 万
元，开启了王女士的直播之路。

王女士的经历并非个例，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是吸纳新市民就业的主力军。杭州农商
银行系统在积极推进创业担保贷款增量扩面的
同时，不断扩大主体覆盖面。

富阳农商银行与人行富阳支行、富阳区金
融办、区市场监管局和区发改局联合设立全区
首个“首贷户金融服务站”，充分运用“小微首贷
通”产品，让更多新市民“无贷户”享受贷款便
利，安心经营。

在新市民就业大军中，新产业工人一直以
来都是人们关注的重点。杭州农商银行系统充
分发挥新产业工人工资支付监管优势，在保障
新产业工人工资及时准确发放的同时，有效降
低各类施工企业资金和时间成本。如富阳农商
银行及时前往辖区内施工企业，上门提供工资
卡开户等服务，协助全区 50 余个施工承包单
位，为近 2 万名外来务工人员办理规范化工资
代发业务。

满足安居需求
融入城市生活

近日，建德市玺匠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的新员工小张与新入职的 300 余名同事一起，
拿到了第三代市民卡并开通银行卡功能，找到
了作为建德新市民的归属感。

原来，按照人行的相关要求，新市民在本地
开卡除了需要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外，还需要提
供职业身份证明、用途证明等纸质辅助证明材
料。如今，得益于建德农商银行与建德市人力
社保局共同开发的电子劳动合同应用场景平
台，新市民在合规开立账户的同时，只需携带身
份证前往网点即可办理。

对于新市民而言，城市的归属感，既要乐
业，也要安居。新市民在城镇居住时间短、个体
分散，在享受金融服务的过程中，常常面临信用
等级难识别、收入状况不确定、有效抵押物不足
等问题，杭州农商银行系统积极推进政务数据
与银行数据共享，对新市民开展精准画像，针对
新市民生活中重点关注的住房、消费需求等领
域，推出“共富安居贷”“房就贷”“房续贷”等产
品，完善相关场景金融服务。

如建德农商银行依托社保数据、互联网、云
计算等技术手段推出“共富劳动贷”“码商贷”等

产品，有效缓解了新市民因信息不对称等原因
导致的金融服务不充分问题。

今年以来，建德农商银行深化“17 强企
17 富民”走访工程，以“线下走访+大数据驱
动”模式，全面打通信息堵点，助力新市民精准
画像，为新市民发放安居和消费类贷款逾 10
亿元。在建德市辖区范围内，新市民缴纳社保
满 2 年，即可通过扫码测额方式获取 30 万元的
信用贷款额度，十分便捷。同时可享受和本市
居民相同的住房政策，首付最低至 20%。

保障重点群体
托起稳稳幸福

近年来，随着新经济新业态的持续发展，快
递小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不
断涌入城镇，为城市发展贡献了力量。为更好
帮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适应岗位，增强归属感，
杭州农商银行系统聚焦领域细化服务，在加大
金融供给力度的同时，充分依托辖区内服务网
点与“丰收驿站”建设户外劳动者关心关爱站
点，提供关爱服务。

在桐庐县桐庐农商银行“5060”俱乐部内，
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人群可以自由前往休憩、
热餐、饮水等。“快递小哥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

守护者”标语醒目而温暖。
桐庐是“中国民营快递之乡”。桐庐农商银

行立足快递产业特点，基于“5060”俱乐部平
台，为快递从业人员搭建快递小哥爱心驿站，集
金融民生服务、文体娱乐、亲子互动、精神充电
为一体，该平台也被列为桐庐县第一批“桐城蜂
巢”示范点。同时，该行扩大“清·情”服务“快递
人”志愿者服务队覆盖范围，从事快递行业的新
市民同样可享受“桐心卡”等服务。

新市民中还有这样一类特殊的人群——
“老漂”。

在桐庐县中心广场上，傅阿姨熟练地向
周边居民宣传防诈骗知识，两年的志愿经验
让她快速融入了当地生活。傅阿姨退休后就
前往桐庐与女儿一起生活，语言、饮食各方面
的差异一度让她困扰。偶然的机会下，傅阿
姨加入“5060”俱乐部志愿者队伍，利用闲暇
时间参与各类志愿者活动，生活充实了，与当
地居民的互动也多了起来，就此扎根落户桐
庐。

他乡亦能是故乡。杭州农商银行系统聚焦
新市民中的老年人群，持续丰富“银色家园”服
务，充分发挥邻里关系黏合剂作用，以多元化的
社区活动为载体，帮助新杭州人快速融入社区
生活，生活愈发有滋有味。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通过就业、入学等方式转入城镇，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新市民。做好新市民的金融服务，既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

进共同富裕的必要举措，也是普惠金融持续发力的大势所趋。

此心安处是吾乡。近年来，杭州农商银行系统贯彻落实浙江农商联合银行战略部署，

聚焦就业、生活等重点领域，延伸金融服务触角，提升金融服务新市民的均等性和便利

度。让新市民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在实现美好生活愿景的大道上，心安前行，阔步奔跑。

快递员在桐庐农商银行“5060”俱乐部内安静
阅读 李兰琴 摄

富阳农商银行客户经理向来富阳经商的新市民介绍金融产品 杨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