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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三个一批”
搭建供需对接“直通车”

摸底一批，做到“点上出彩”。天
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充分发
挥企业吸纳就业主渠道作用，以优化
服务为手段，深入企业、园区和乡镇，
精准摸排县内企业用工需求、劳动者
岗位需求，建立“岗位供给清单”和
“就业需求清单”，实现企业用工需求
与求职者就业需求精准对接。

吸纳一批，做到“线上开花”。常
态化开展“就业援助月”“春风行动”
“每月 28日招聘会”、送岗位下乡等
公共就业专项活动 22场，对接县内
外企业 500余家，累计提供就业岗
位 1.8万余个，推送岗位信息两万余
条，现场达成就业意向 7100余人。

转移一批，做到“面上结果”。召
开川藏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作区
域合作交流座谈会，签订《川藏线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作区域协同发展
合作协议》，推动川藏线沿线人社公
共服务协同发展。持续深化与四川
省崇州市、邛崃市、蒲江县和重庆市
合川区等省内外重点人力资源协同
发展地区合作，形成常态化的跨区
域岗位信息共享机制，为供需双方
搭建对接平台，做实用工信息动态

对接服务、劳动者后续跟踪服务,构
建多方参与、协同共推、合作共赢的
就业新格局。今年以来，实现劳动力
转移就业 4.8万余人。天全县被四
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表扬为“2023
年度园区企业用工监测工作成绩突
出单位”。

锚定“三类群体”
实现就业攻坚“新突破”

该县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
体，攻坚行动不止步。充分发挥全省
首个县级职业生涯规划工作室作
用，不断完善“四步工作法”职业生
涯规划模式，打造“1+N”服务圈，从
职业生涯规划、职业定位和职业发
展等方面实施个性化指导，成功举
办雅安市 2024年“就业创业直通
车”首期求职能力实训营。推行专人
负责、全程指导、跟踪服务的就业见
习模式，帮助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积
累经验、提升能力。建立健全实名制
帮扶机制，对“四类重点人员”建立
管理台账，帮助贫困家庭青年等群
体实现精准就业。2024年以来，开
展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职业指导
183人，就业帮扶率达 97%；深挖 61
家见习基地就业见习岗位 135 个，
成功安置就业见习人员 60人。

聚焦重点群体，援助帮扶不松
劲。加大就业困难人员帮扶力度，以
零就业家庭、残疾人、退役军人、脱
贫人口、监测户等为重点，积极开展
就业援助，开发公益性岗位，确保实
现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举办天
全县 2024年退役军人（军属）专场
招聘会，58 家企业提供 1000 余个
岗位。2024年以来，城镇新增就业
2345人，城镇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
611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113
人，脱贫人口务工累计就业 5339
人。累计兜底安置公益性岗位 1075
人。

聚焦新就业形态群体，用工保
障不打烊。围绕“一城一地引领、一
核三区共兴、中心城镇带动、全域协
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布局，依
托“大康养+大文旅+大生态”产业布
局，大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积极
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
就业增长点。今年以来，新业态、新
模式吸纳就业达百余人。

推行“三种方式”
打好技能培训“组合拳”

推行“订单式”因岗施培。坚持
就业技能培训与产业发展结合、与
市场需求接轨，按照“招工、培训、就

业”的“订单式”培训模式，对培训、
就业全程跟踪，确保培训和就业无
缝对接，成功举办“病患护理员实操
技能考核暨用工单位———学员双选
会”，实现贫困劳动力“出家门、入校
门、进厂门”。

推行“点菜式”因需施培。根据
群众“缺什么补什么”的现实需要，
上门入户征求意见，共同制定学习
“菜单”，精心组织培训资源，采取群
众“下单”、专家“上菜”的方式，开展
适需对路的培训。

推行“灵活式”因材施培。在培
训时间上，根据不同群众务工和务
农安排，采取随到随学，合理避开农
忙时间，尽量缓解工学矛盾。在培训
进度上，根据接受知识程度，个性化
制定培训计划，提高培训针对性。今
年以来，组织开展补贴性技能培训
35期，培训 1689人次，技能人才队
伍达 1.3万余人。

坚持“三向发力”
铺就创业带动“高速路”

创优环境提效力。通过“天全县
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就业政
策送上门”等“线上+线下”方式，多
渠道宣传就业创业相关政策。整合
县域资源，持续发挥天全农业园区、

川藏物流园等创业孵化基地的带动
作用，不断提供低租金、低费率的创
业环境，全力打造服务创新创业优
生态。2024年以来，向创业者提供
孵化服务 300余次。

政策支持添活力。持续落实《天
全县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若干
政策措施》等惠企政策，用稳岗返
还、企业吸纳岗位补贴、社保补贴等
“真金白银”，助力企业“轻装前行”。
搭建政银企合作对接平台，发挥创
业担保贷款贴息、财金互动奖补等
财政资金引导作用，不断激发创业
活力。2024年以来，投入资金 280
余万元对 270余家企业进行奖补。

靶向服务聚合力。采用“1个创
业项目+1笔奖补资金+1名导师指
导”的模式，设立“创业扶贫工坊”，
创新集创业指导、路演培训、跟踪服
务、管理提能和贷款补贴创业为一
体的“4+1”服务模式，实现从创业项
目选定到创业成功“一条龙”的全程
服务。2024年以来，为 96名创业者
和 8家小微企业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4628.4万元，带动（吸纳）就业人数
402人。天全县就业创业促进中心
被雅安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表扬为
“2023年度全市就业创业服务重点
单项工作和特色亮点工作成绩突出
单位”。

落实“三项举措”
种好服务保障“责任田”

建好服务阵地。不断夯实农民
工服务保障的主战场、主阵地，挂牌
农民工综合服务站 96个，建成县级
劳务公司 1个、乡级劳务专合社 12
个、村劳务经济人 101人的三级劳
务服务体系，不断提升全县农民工
服务保障水平，扎实做好农民工服
务保障专项行动。

优化服务方式。依托农民工综
合服务站，通过慰问走访、电话回
访、网格群等方式，精准摸排农民工
返乡返岗时间和就业意愿，建立基
础信息台账，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就
业招聘、技能培训、创业政策、意见
建议收集等服务，不断打通农民工
服务保障“最后一公里”。

抓好服务质量。深入推进农民
工服务保障“七项行动”，组织召开
乡友恳谈会、座谈会等 3次，到重
庆、广东跨省走访慰问务工创业人
员 50余人，在广东省东莞、珠海挂
牌农民工工作服务站。天全县被四
川省委、省政府表扬为“去冬今春农
民工服务保障就业促进工作成效突
出单位”。

（天全人社）

四川省雅安市天全县：

五项举措精准发力 促进高质量就业创业

2024 年 12 月 18 日，雅安市天全
县、甘孜州康定市、泸定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相关人员齐聚一堂，就“推
动川藏线人社公共服务协同发展，助力
沿线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行深
入讨论，大家分享各自地区的经验与成
果，针对此次区域合作积极建言献策。
这是天全县精准发力促进高质量就业
创业的一个真实场景。

今年以来，天全县认真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供
需对接、就业攻坚、技能培训、创业带
动、服务保障”五方面，立足县域实际精
准施策，不断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本报记者吕婕

近日，四川省高等教育学会
学术研讨会暨 2024 年学术年会
在西南科技大学召开。

据了解，本次会议由四川省
高等教育学会主办，西南科技大
学承办，以“数智赋能育人，科技
教育强川”为主题，聚焦“数智融
合：构建未来教育实验室”“智领
教育启新航，AI赋能教学开新篇”
“数智赋能职业教育‘五金’新基
建”等举办了多场学术报告。旨在
深入探讨如何激发人才要素和科
教资源的发展活力，跑出教育、科
技、人才加速度，培育和发展新质
生产力，为建设教育强省、谱写中
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提供高等
教育支撑。

四川省教育厅领导，中国高
等教育学会、北京市高等教育学
会等行业学会、协会的领导，在川
高校及科研院所分管领导、学会
理事、专家学者、会员单位及个人
会员代表等 500 余人参加会议。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年会是四川
省高等教育学会第七届理事会成
立后，首次将学术年会举办地设
在高校。大会设有主论坛和三个
分论坛，17场学术报告精彩纷呈。
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秘书长王晓
燕教授、浙江大学陆国栋教授等
众多专家，就学会建设、数智时代
高校质量评价、创新人才培养、智
慧课程与专业建设等重要议题展
开了深入探讨。

在主论坛上，西南科技大学
党委书记杨俊辉以“全面深化教
育综合改革，系统推进创新人才
培养的‘西南科大’实践”为题，详
细介绍了该校在创新人才培养方
面的系列工作举措与显著成效。
近年来，西南科技大学着力构建
六大高质量发展育人体系，包括
“立德铸魂，启智润心”的大思政
育人体系、“一体建设，协同发展”
的学科专业一体化发展体系等；
实施创新人才培养“五大工程”，
如学生综合素质提升工程、专业
建设质量提升工程等，实现了协
同育人平台建设、学科专业建设、
创新人才培养等多方面质量的提
升与经验推广。

会议期间，四川省教育基金
会与四川省高等教育学会签署合
作协议，携手推动四川高等教育
发展。大会还表彰了学会优秀和
特色分支机构，激励更多机构为
高等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召开了
四川省高等教育学会第七届第二
次会员大会和理事会第四次会
议，批准成立智能汽车产业协同
培养专委会；同时举办了实验室
管理与实验室技术研究专委会等
五个专委会学术年会。此外，川内
21家高校、学会专委会及相关企
业参与会议现场展，集中展示了
高教教学研究成果、专委会工作
成效以及各类现代教育装备、数
字化应用技术与产品。

广元市朝天区：

做优人才生态 盘活人才“蓄水池”

人才蔚、事业兴，为深入实施人
才强区计划，推动人才与地方发展
“双向奔赴”，近年来，四川省广元市
朝天区不断完善人才管理制度，优化
选才用才机制，着力植好招揽人才
“梧桐树”，建好英才汇聚的“蓄水
池”，培养创新发展的“领头雁”，为朝
天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
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聚焦需求大力“引”才。立足乡村
振兴、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等战略
需要，依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开招
聘、区属国有企业员工招聘、“引才高
校行”“青年优秀人才引进计划”“智
行天府”专家行和智力服务“结帮挂
帅”等活动，积极开展招才引才活动；
建立“归巢创业”人才库和朝天籍在
外能人库，摸清在外人才底数，掌握
区域人才现状，进行长效跟踪，打好
“感情牌”，建好“回乡路”，让“回家浪
潮”汇聚朝天区经济发展新动能。

提升素质悉心“育”才。积极开展
新入职人员岗前培训、在岗培训，强
化“三支一扶”人员和西部计划志愿
者日常管理，通过“传帮带”、跟班学
习等，帮助年轻干部快速找准定位、
转变角色；采取课堂讲座、技术人员
田间示范、实地操作等多种形式，开
展“民宿管家”、餐饮服务等旅游服务
型人才培训；积极配合行业主管部
门，做好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深
入落实继续教育、职称评聘等相关规
定，着力培养本土骨干人才。

发挥作用灵活“用”才。强化基层
专业技术人才特殊支持政策供给，在
医疗卫生行业建立“定向评价，定向
使用”基层卫生评价机制；优化基层
事业单位岗位管理，对新招聘的事业
单位人员实行“区管乡用”“区管校
聘”。为返乡创业者“牵线搭桥”，结合
本地产业特色，加强创业培训，助力

品牌打造。择优推荐“三支一扶”人
员、西部计划志愿者兼任乡镇团委副
书记、河（湖）长助理、林（场）长助理、
村“三职”干部或助理等职务，强化岗
位锻炼。采取平时过程考核、年度评
议考核与党组评定考核相结合的人
才考核机制，选树模范典型，强化正
向激励，推动人才担当作为、干事创
业，持续营造良好人才生态。

设身处地用心“留”才。落实艰
苦边远地区津贴、乡镇工作补贴，兑
现县以下高校毕业生高定工资政
策；鼓励事业单位结合人才实际，重
视业绩导向。落实领军人才、引进人
才、企业人才专项支持政策，及时兑
现岗位补助、安家补助，推进高层次
人才安家立业、创优争先，近三年共
兑现补助资金 420 万余元。持续深
化区域合作，落实川渝职称互认政
策，畅通人才跨区域流动来朝渠道；
提供网上学习和现场学习两种学习
方式，多途径保障专技人员继续教
育权利；推进职称证书电子化改革，
基本实现职称申报、评审和证书领
取在线办理。

做优“近悦远来”人才生态，据统
计，2024年以来，朝天区累计招聘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 105 人，引进人才
35人；新增在库人才信息 75名，青
年优秀人才回引 32名，带动回乡创
业项目 5个；开展新聘事业干部、新
招募“三支一扶”人员岗前培训 50人
次，开展旅游服务型人才培训 10期
800人，农业技术人才培训 5期 800
人，开展就业创业培训 70次、拥有青
年创业品牌 5个；累计 2300名专技
人员参加线上继续教育培训，办理试
用期满职称初定手续 102人；对全区
2019 年至 2022 年度考核优秀等次
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2365人实施定
期奖励，兑现奖励资金 366万元。

□张敏何昌松本报记者魏彪

数智赋能育人 科技教育强川
四川省高等教育学会暨 2024年学术年会举行

2024 年 12 月 30 日，四
川省内江市东兴初级中学
校，剪纸社团的师生正在创
作“蛇年”主题剪纸作品。

新年临近，四川省内江
市东兴初级中学校开展了
“剪纸庆元旦巧手迎新年”主
题活动。该校剪纸社团的学
生和老师一起创作“蛇年”主
题剪纸作品，用指尖上的技
艺迎接 2025年的到来。

特约记者兰自涛摄

巧手剪纸
迎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