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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疫情常态化背景下抓好稳就业工作的思考与对策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经济形势和国内疫情影响，长沙县稳就业工作在县

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持续强化就业优先导向，不断扩大就业容量，全

力推进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就业形势总体趋稳。从就业主要指标看：

截至 5月底，长沙县城镇新增就业 7558 人；企业养老保险参保累计 353768

人，同比增长 11.3％；登记失业率为 2.49％；从重点群体就业看：失业人

员再就业 3190 人，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 765 人，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1050 人；新增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5452 人，同比下降 2.15%；就业困难人员

期末实有 1169 人，同比增加 16.09％。零就业家庭保持动态清零。从新增市

场主体看：截至 5 月，全县（含经开区）市场主体总量 169988 户（其中企

业 61557 户），净增长 5409 户（其中企业 2828 户），增长率 3.29％（其中

企业增幅 4.82％）。

一、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总的来看，未来一段时期，受国内外经济运行和疫情发展的不确定因素

影响，就业总量高位承压，结构性矛盾常态存在，整体就业形势将更为严峻

复杂，就业工作任务艰巨。

（一）宏观就业环境承压明显。从宏观环境看，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

和不确定，国内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原材料

价格持续上涨，缺芯、贷款融资难等供给侧因素始终突出。一季度宏观数据

显示，出口、制造业以及基建投资韧性较强，但在多重因素影响下，消费和

房地产数据低迷，尤其是 3月以来，疫情多点散发导致供应链不稳和需求端

收缩。从就业数据看，年初就业市场回暖明显，而 3 月疫情冲击下再度回落，

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同比-18.1%，低于 1-2 月的 10.1%；3 月全国城镇调

查失业率5.8%，为 2020年 6月以来最高，其中16-24岁调查失业率达16.0%，

宏观就业承压将逐步传导到市县就业市场，给我县就业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平稳就业面临较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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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业结构性矛盾明显。由于就业意愿、文化程度、技能水平等供

需不匹配，各重点群体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高校毕业生方面：长沙

县 17 所高校 2022 届毕业生人数超 3.45 万人，受疫情影响，毕业生“慢就

业”“缓就业”现象依然明显；大龄就业困难人员方面：因就业技能欠缺，

企业招用意愿不强。在当前背景下，就业市场一旦有所波动，该群体就业难

问题将更加凸显；农村劳动力方面：全县已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中，在省

外就业的如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就业人数占比较高。在当前国内外疫情形势

下，产业链和供应链持续受到冲击，而农村劳动力群体流动性大，易受到外

贸型经济下滑影响，需加强监测，严防失业回流风险。

（三）市场供需复杂态势明显。疫情影响下，企业生产经营不稳，招聘

渠道受限，而劳动者外出求职受阻，流动意愿不强，导致供求两端均呈萎缩

状态，招工难与就业难的市场供需问题更加复杂。一是劳动密集型用工需求

问题依然明显。如，蓝思科技因疫情防控要求一度暂停了招聘，外部疫情导

致部分劳务输入渠道受阻，本地疫情又导致劳动力来长意愿不强，只能到部

分低风险地区引进劳动力。去年，深圳是我县中介公司引入劳动力的主要来

源地，而目前复工复产后，当地需求激增，从该渠道引进劳动力效果受到影

响。此外，全国疫情多点散发，导致劳动力市场配置失常。二是商贸、餐饮、

住宿、旅游等服务业受疫情冲击，需求下滑最为突出。如网红茶饮连锁“茶

颜悦色”去年有门店五百多家，目前关停了近百家门店；三是教育培训、文

体娱乐、互联网平台等行业受监管政策冲击，需求依然低迷，如“潭州教育”

受双减政策影响，加之流量成本较高，导致亏损严重，员工从 1500 人左右

锐减至 600-700 人。四是传统汽车及零部件等行业受经济下行影响，需求复

苏缓慢，县区广汽三菱、广汽菲克、博世汽车等企业基本无用工需求。五是

重点工程机械企业用工需求回暖。随着基建投资逐步增加，企业加快转型升

级步伐，如，二季度三一重工需求研发人员 200 人，中联重科需求钳工、焊

工、电工等技工近 500 人。

（四）劳动关系隐患明显。由于部分行业和企业资金链断裂，规模裁员、

拖欠工资、破产倒闭现象明显增多，监察举报投诉、劳动仲裁案件处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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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处理不当极易引发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影响社会和谐稳定。1—3

月，全县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共办结涉农民工工资举报投诉案件 758 件，同比

增长 26.1%；全县劳动仲裁立案 543 件，同比增长 42.9%。居民服务、房地

产、文娱行业为劳资矛盾纠纷高发领域，尤其是房地产劳资矛盾纠纷最为明

显。

二、对策与建议

在当前疫情常态化情况下，确保就业局势总体问题事关经济发展、社会

稳定和家庭生计。必须不断强化就业优先战略，减负、稳岗、扩就业并举，

千方百计稳住就业岗位，突出抓好高校毕业生、退捕渔民、脱贫劳动力、退

役军人、残疾人等重点群体就业。

（一）坚决稳定就业局面。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靠

前发力、适时加力，增强就业政策和服务措施的针对性、有效性。一是强化

就业监测稳应对。重点监测宏观经济运行和疫情对就业形势的影响，持续跟

踪受影响较大的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用工情况，密切监测高校毕业生、农民

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失业动态，提高就业形势调查频次，对苗

头性、潜在性、倾向性问题，及时作出识别预警和应对处置，防范大规模失

业风险。二是着力提速经济稳增长。积极促进就业与产业融合发展。发挥投

资和重大建设项目带动就业的作用，增加就业岗位。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促

进和培育市场主体，壮大市场主体总量，巩固民营经济、中小微企业就业主

渠道，稳住就业基本盘。三是优化服务主体稳重点。全面落实“长沙纾解市

场主体困难稳定经济运行二十九条政策措施”“长沙人社领域抗疫政策措施

20条”，加大援企稳岗力度，落实降低企业养老保险费率、阶段性降低失业

保险费率、工伤保险费率、医疗保险费等政策；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

业，按规定落实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实现“免申即享”，发挥社保补贴、

稳岗减负双重作用；加大涉企诉求办理服务力度，帮助企业用好用活各项政

策红利。

（二）加大就业服务力度。在当前疫情形势严峻、就业形势承压的情况

下，优化就业服务尤为重要。一是突出服务重点群体。强化失业人员就业帮



长沙县人民政府《信息参阅》 2022 年第 3期

4

扶，加快实现失业登记一网通办。建立定期联系制度，按月进行就业失业动

态确认。对就业困难登记失业人员优先帮扶，提高“311”就业服务实效，

抓实零就业家庭“三级响应”就业援助、加大公益性岗位开发力度，统筹推

进重点群体就业，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二是开展多元化促就业服务活

动。统筹开展好“10+N”就业服务专项活动，确保“月月有招聘活动 时时

有就业服务”。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提前应对 2022 届高校毕业

生求职高峰期，持续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五进五促”线上线下系列活

动。发挥驻县高职院校聚集优势，加强政府部门、企业和院校的就业合作互

动，组织高职院校领导“企业行”“园区行”，建立跨区域职业院校人才流

动与促进就业联盟机制和产学研协同协作机制。深化公共就业和人才创业服

务进校园专项合作。组织开展好“民营企业招聘周”“高校毕业季”等就业

专项服务活动，努力实现劳动者就业与企业用工无缝对接，提升人岗匹配效

率。三是做实做细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大力推进“互联网+人社”，

健全和完善县、镇（街）、村（社区）三级服务网络体系，智能硬件设施配

备率达 100％；健全公共就业服务工作体系，加强公共就业创业服务统筹管

理，推进服务便民利民，大力推广长沙县智慧“星就业”公共就业创业服务

信息化平台，构建“10分钟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圈”。持续推进省级充分就业

社区（村）、基层人社平台规范化和市级示范村级平台建设。在当前疫情防

控形势下，积极引入多元化就业服务手段和渠道，充实基层就业服务力量，

丰富就业服务供给。

（三）加强保障企业用工。紧紧把握实施“强省会”战略重大机遇，聚

焦重点企业、重大建设项目用工需要，加强重点企业常态化用工服务，推动

实现稳就业、保用工相互促进。一是动态研判用工形势。继续落实重点企业

公共就业服务联系制度，动态掌握企业缺岗情况，加强重点企业用工调度会

商，及时应对企业生产恢复后快速增长的用工需求。二是加强岗位宣传推介。

推动就业服务融入长沙市 22 条产业链发展，积极对接重点企业用工需求，

依托省市县线上线下平台，持续广泛发布重点企业岗位信息。三是大力提升

职业技能。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企业主体作用和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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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实施新一轮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创新开展项目制培训，注重提升培训

的针对性和精准性。

（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聚焦促和谐保稳定要求，统筹处理好促进企

业发展和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关系，有效提升劳动关系治理效能。一是打造“星

城安薪”品牌。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主要条款操作细则，强化

全国根治欠薪平台反映线索处置，加强行刑衔接打击恶意欠薪，加大根治欠

薪工作考核力度，开发长沙县智慧“星用工”动态监管线上平台，提升劳动

用工监管信息化水平，确保工作取得更好成效，彰显品牌效应。二是推进和

谐劳动关系构建。推进劳动关系“和谐同行”能力提升三年行动，做好新企

用工指导服务，选树金牌劳动关系协调员和协调组织。及时发布人力资源市

场工资指导价位等信息。三是做好农民工服务保障工作。做好农民工就业情

况监测调查，完善服务、培训、维权一体推进的农民工工作体系，以县域为

重点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融合。

(县人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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