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近年来，山西省委、

省政府始终将稳就业扩就业作为重大政治责任、重大民生工程、重大发展支撑、重大底线任务，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

略，坚持扩大就业容量和提升就业质量相结合，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今年 1 月—8 月，全省城镇新增就业 36.54 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 81.2%，全省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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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综览

山西省千方百计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优先战略夯实民生之本

强化就业优先导向

持续拓展就业空间

金秋十月， 古城大同游人如织、生

机勃勃。 这座能源之城正在向“算力之

城”“文旅之城”华丽转身。

近年来， 大同市持续吸引高质量数

据中心项目落地， 以就业优先为导向，

在算力下游产业中相继引进、培育了 50

余家呼叫标注数据企业， 包括京东、上

海润迅、科大讯飞等，叫响了大同“云中

声谷”的品牌，在全市 10 个县区实现了

职场全覆盖，累计带动 2 万人次就近就

地就业。

让高质量充分就业托起百姓稳稳幸

福。 大同新产业、新业态的就业场景是

山西省落实就业优先战略的缩影。 省

委、省政府坚持将稳就业作为最大民生

工程高位推动，先后出台稳就业保就业

25 条、促就业惠民生 18 条等重大政策，

打好政策组合拳，为就业总体稳定提供

了有力支撑。

解决就业问题，根本要靠发展。 山

西省高质量发展、全方位转型的过程成

为就业提质扩容的过程。

山西省产业发展势头持续上扬，吸

纳就业的空间不断扩大。 近年来，人工

智能、大数据等领域，对专业人才的需

求旺盛；康养护理、文化旅游等服务业，

对劳动者的需求走高。 无论是新兴领域

还是传统领域，都展现出了强劲的发展

势头，山西省依托重点产业链 、特色专

业镇和开发区平台载体，拉动了相关人

才需求，大力拓展就业岗位，开辟出就

业新空间。

特色劳务品牌成为就业增收“金名

片”。 省委、省政府坚持将劳务品牌建设

作为劳动者实现更充分和更高质量就

业的重要抓手，近年来，阳泉数智工、长

治太行挖机、陵川叉车工等技能型劳务

品牌，在制造、建筑等行业大显身手，吕

梁山护工、浮山厨师等服务型劳务品牌

在家政餐饮、养老护理等服务业受到欢

迎，繁峙绣娘 、广灵巧娘等文旅类劳务

品牌，围绕非遗特色手工艺 、乡村旅游

等蓬勃发展……全省培育壮大地方特色

劳务品牌 122 个， 从业人员 80 万人以

上，成为促进就业创业、赋能乡村振兴、

助力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

今年 5 月，“技动三晋、艺展渤海”省

际劳务合作对接会在天津市举行， 为劳

务品牌、职业院校、技工院校与环渤海地

区 200 余家企业对接交流搭建平台。

山西省坚持外出务工与就近就业

并重，全力稳定农民工、脱贫劳动力务

工规模。 依托三级省外劳务服务体系，

加强与京津冀 、长三角 、粤港澳大湾区

等区域劳务协作，支持农村劳动力转移

就业。 同时扶持返乡入乡创业，帮助农

民工就近就地就业。 今年脱贫人口务工

规模稳中有增 ，8 月底达到 103.37 万

人，完成全年任务的 108.68%。

着力解决结构性矛盾

全力促进供需匹配

6 月底，第五届全省职业技能大赛

决赛落下帷幕，参赛的 2400 余名技能高

手中，不少是技师学院 、技工院校的学

生。 他们奋力拼搏，展现了新时代技能

人才逐梦出彩的青春风采，很多人还没

毕业已被用人单位圈定。

近年来，人力资源市场出现“求职

难”与“招工难”并存的情况，部分群体、

部分行业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

一方面，劳动者实际技能水平与产业发

展需求存在差异，高校毕业生求职更趋

“求稳”，国企、机关事业单位热度持续

攀升，就业期望与现实有差距 ；另一方

面，部分企业受工资待遇 、工作生活环

境等因素影响出现“招工难”。

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是实现高质量充

分就业的关键。 加快培养适应发展需要

的技能人才， 对于解决就业总量压力和

结构性矛盾并存的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坚持把技能

强省、技能富民作为基础性 、战略性民

生工程，全力推动技能山西建设。 全省

人社系统不断深化技能人才体制机制

改革，在技能人才能力培养、职业发展、

地位提升等多方面持续发力，激励更多

劳动者特别是青年劳动者走技能成才、

技能报国之路。

具有山西特色的职业技能培训更

大范围涵盖全劳动周期，惠民范围越来

越宽。 全省各地探索创新，政府主导、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就业牵引、政策激励

等职业技能培训模式不断涌现，不断满

足当地劳动者素质和技能提升需求，带

动就业成效明显。 截至 2023 年底，全省

技能人才总量达到 562.52 万人，高技能

人才总量达到 173.91 万人。 今年以来，

全省组织开展培训 32.56 万人， 完成年

度计划的 93.03%。

9 月 25 日， 全国大中城市巡回招

聘活动走进大同大学。 240 家企业现场

招聘，提供岗位 10824 个，网络招聘会持

续进行。

给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架桥，贯穿全

年、按序开展春风行动、民营企业服务

月、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专场

活动等“10+N”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

为高校毕业生、农村劳动者等重点群体

就业搭建平台。 截至 8 月底，全省各级

人社部门累计举办线上线下招聘活动

5263 场，组织 8.24 万家（次）用人单位

提 供 岗 位 231.46 万 个 次 ， 入 场 求 职

163.36 万 人 次 ， 促 进 达 成 就 业 意 向

31.47 万人次。

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牵动人

心。 山西省始终把高校毕业生等群体就

业作为重中之重，推动就业促进、创业

带动、基层成长、见习培训等同向发力。

大力开发归集市场化就业岗位，深入挖

潜政策性岗位， 开展机关事业单位招

聘 ，开展三支一扶 、特岗教师 、西部计

划、社区助理等基层岗位招聘 ，实施“3

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 组织开展 2024

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

动，多措并举推动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

稳定。 出台《山西省就业困难人员认定

管理办法》， 进一步完善就业援助动态

管理机制， 保持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切实兜牢民生底线。

加强服务保障权益

营造良好就业生态

走进曲沃县零工市场， 休息座椅、

免费开水、政策咨询、技能培训、备用工

具等服务方便贴心。 曲沃县在建设公益

性“零工市场”基础上，在 114 个行政村

设立零工驿站，打造“可学习、可歇脚 、

可充电、可饮水、可取暖、可纳凉 ”的求

职场所 ，线上线下开设招聘专栏 ，提供

高效便捷的公共就业服务。

公共就业服务是促进就业的重要

手段。 2023 年，山西省将“公益性零工市

场县县全覆盖”列为民生实事，全省 117

个县（市、区）全部建成运行，厚植灵活

就业沃土 ， 满足劳动者多元化就业需

求。 公益性零工市场陆续运行以来，累

计提供零工岗位 108.9 万个， 服务零工

69.1 万人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以基层为导向， 夯实就业公共服务

基础 ，今年省政府将“推动就业社保服

务覆盖所有行政村和社区”作为民生实

事，全力推进实施 ，人社部门制定统一

的事项清单和办事流程，推动就业社保

公共服务下沉基层。截至目前，已建立 2

万余个基层服务点，覆盖全省所有乡镇

（街道）、行政村（社区），让群众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到便捷高效的就业和社会

保险服务。 同步建设全省统一的就业服

务信息化平台，实现 39 项服务通过平台

“一网办理”。

依托就业服务信息化平台，省市县

乡村五级贯通、 省内省外有效衔接、公

共机构和市场化机构协同发力、线上线

下服务高效运行的“全链条”就业服务

体系正在加速打造完成。

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 健全

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等群体社会保障

制度；列入黄河流域和谐劳动关系高质

量发展改革创新试点，承担相关改革创

新任务；第六届“中国创翼”创业大赛暨

创业成果展示活动在大同成功举办，在

三晋大地掀起创业带动就业热潮；开展

“干在山西、晋薪无忧”等专项行动，常

态化动态清零欠薪线索案件，保障劳动

者工资权益……一系列提升劳动者就业

权益保障水平的举措正在加力实施，创

造更为优良的就业创业环境。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山西一直在

路上。 今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

业的意见》出台，对进一步深化就业体

制机制改革作出战略部署。 展望未来，

进一步全面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持续促

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推动实现劳动者工作稳定、 收入合理、

保障可靠、职业安全，广大劳动者必将

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据《山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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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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