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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是民
生之本，是人
民群众改善生
活的基本前提
和基本途径。
近年来，新郑
市坚持把推进
创业就业工作
作为一项“民
心工程”来抓，
强化服务，完
善措施，多途
径破解就业难
题，全面落实
就 业 扶 持 政
策，强化技能
培训，广辟就
业渠道，走出
一条“以培训
促创业、以创
业带就业、以
就业促增收”的
幸福康庄路。

惠风和畅，萌发的绿芽和渐次盛开的鲜花告诉我们，春天
已经来临。

2 月 6 日，农历正月十五，在新郑市炎黄广场上，盛大的
招聘会现场热闹非凡，虽然气候乍暖还寒，但大家的心情，
已经被就业的春风吹绿了，现场的气氛，已经被择业的激情
点燃了！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招聘台前人头攒动，前来咨
询应聘的人一个接一个，仅仅一个小时就有 140 多人前来填
表。该公司的4名工作人员说，招聘会十点正式开始，他们九
点来到这儿，可没想到会场的人已经很多了。“去年我们公司
参加招聘会时招录 200 多名工作人员，今年我们公司要招录
1000名工作人员，是去年的5倍呢。”

政府搭台，市劳动保障部门唱戏，企业群众受益。在新郑
市，政府在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和大力扶持企业发展的同时，搭
建就业信息平台，建立健全企业用工空岗信息报告制度，依托
市人力资源市场和职业中介机构，及时收集全市企业用工信
息，通过网站、招聘会等途径对外发布，在广大求职者和用工
企业之间搭建就业信息平台，引导劳动力尽快实现就业。

为了布置好此次“招聘会”的现场，早上4点多，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的部分工作人员已经来到炎黄广场开始工作
了。“市委、市政府对此次招聘会高度重视，各乡镇领导和各个
乡镇的劳动保障所也全力配合我们的工作。我们从正月初七
开始筹备这场招聘会，初十我们在电视上又打了飞播和相关
的公告，只要有用工需要的企业都可以免费参加这次为期两
天的招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相关负责人说，“招聘
会结束后，我们还要把全部信息进行汇总，如果应聘人不符合
该企业的招工要求，我们就及时把他的相关信息传到其他企
业，达到资源共享，让前来应聘的人也能多岗位选择。同时在
应聘人上岗前我们还免费为他们提供岗前培训。”

作为新郑的女婿，曾礼去年落户新郑。在招聘会现场，他
告诉记者，“新郑的政策好呀，免费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就业
机会，我们外地人也能轻轻松松找到工作了，这么大形势的招
聘会，这么多的企业，以前哪儿见过啊！”

就业是民生之本。现如今的新郑，“干部干事业、能人办
企业、群众创家业”，全市上下人人思“有为”，个个谋“干事”。
新郑，全民创业、全面就业，正在给力中前行！

早上3点多钟，当很多人还在熟睡的时候，环卫工人冯
丽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按照规定，她必须在早上6点半前清扫完负责的路段，
下午1点半再扫一次，做到“一天两扫，全天候保洁”。当记
者问她是否觉得工作太辛苦时，她笑了笑说：“辛苦是难免
的，但我和丈夫下岗在家，是政府帮我找了这份工作，还能
享受补贴，我很知足了。”

冯丽今年44岁，是一名下岗职工，家里生活困难。半年
前，享受到政府购买公益性岗位安置“4050”人员的政策，成
为一名环卫工人。现在，她主要负责市区中华路一段 4000
多平方米路面的清洁工作。

中华路是主干道，保洁工作做起来非常辛苦。在采访
中，冯丽的工友说，冯丽工作非常踏实，常说自己能有这份

工作多亏了政府的好政策，她每天早上和下午做完清扫
工作后，都要在中华路上来回转，及时清扫垃圾，保持路
面整洁。冯丽告诉记者，自己现在每月基本工资 830 元，
享受岗位补贴 540 元，养老统筹 380 元，加起来一个月能
有 1700 多元，家里生活比过去强太多了，眼下就操心着儿
子的婚事了。

链接：2010年以来，新郑市财政每年拿出1080万元专项
资金，以购买公益性岗位的形式招聘“4050”人员，经过统一
培训后上岗，公益性岗位包括保洁、保安、交通协管员等。
2011年该市继续加大公共服务岗位开发力度，拿出1000名

“六护员”公共服务岗位，解决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就业，切实
帮助城乡劳动力实现就业。

返乡就业机会多
日子越过越红火
记者见到高丽平时，她正在忙着筹办自己的婚礼。
家住和庄镇西高村的高丽平 2009 年开始外出打

工，奔波两年，用她自己的话说，挣的钱基本上都用在
日常开销和往返路费上了，生活也没得到多大改善；路
远假难请，整年回不了家，父母很操心。

去年过年回家，她和几个姐妹到市劳动服务保障
中心，想在“家门口”找个工作。中心工作人员让她们
每人填写了一份表格，包括个人资料和工作意向，然后
请她们回家等消息。

刚过了十几天，劳动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就给高
丽平打来电话，告诉她河南康翔塑业科技有限公司有
个合适的岗位，让她过去面试。经过面试，高丽平顺利
地成为康翔塑业的一名员工，主要负责车间的统计工
作，工资待遇一点不比在广州打工时差。和高丽平一
起找工作的姐妹也都找到了合适的岗位。

高丽平告诉记者，以前一个人在外面打工，特别想
家，父母年纪大了，身边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现在回
来工作，可以帮家里干些农活，减轻父母的负担。自己
过两天就结婚了，一家人在一起，真好。

链接：新郑市通过扩大就业宣传、改善就业环境、
完善就业服务等措施，千方百计稳岗位、保民生、促就
业，不断为用工企业和各类求职人员搭建对接平台，切
实解决企业用工难、失业人员就业难的问题，让所有有
劳动能力和有就业愿望的人充分实现创业就业。

4 间房的店面，130 多平方米，城关乡胡庄村的杜
正佳是这家邓禄普轮胎店的老板。

一年前，杜正佳投入20多万元在同源路上开了这
家轮胎销售和汽车维修店，但由于位置相对偏僻，前来
购买零部件和修理汽车的顾客很少。杜正佳非常着
急，考虑要增加店里轮胎的品种和数量，扩大规模以吸
引顾客，但开店已经花光了积蓄，他实在是拿不出钱来
购买更多的轮胎。

偶然的机会，杜正佳听朋友说现在政府鼓励全民
创业，鼓励中小企业小额贷款，只要符合相关手续，就
可以贷到款。杜正佳赶忙把需要的资料准备好，到劳
动保障部门和银行办理相关手续。经过审核，很快，杜
正佳顺利地拿到了政府贴息小额贷款。

杜正佳告诉记者，贷款到位后，店里的轮胎数量增
加了一倍，种类也比以前齐全，而且通过免费参加劳动
保障部门举办的创业培训班，开阔了眼界，更新了经营
理念。现如今，顾客盈门，店子是彻底盘活了！

链接：完善创业扶持政策，扩增小额贷款担保资金
规模，对有创业愿望和具备创业条件的创业人员，全部
纳入小额担保贷款政策扶持范围；简化程序提高效率，
进一步简化了小额贷款申报手续，放宽反担保对象条
件，将办结时间由15天缩短为7天；建立健全创业服务
体系，提供集创业项目开发、创业培训、开业指导、小额
贷款、跟踪服务于一体的创业“一条龙”服务，着力改善
创业环境，促进创业者提高创业成功率。

担保贷款雪中送炭
“贷”动创业奔富裕

编者按

推进全民创业带就业
协调落实促进创业的财政、金融、工商等

优惠政策；充分发挥小额贷款扶持创业、促进
就业的作用,进一步扩大小额贷款扶持创业
的普惠性，加大对创业者和劳动密集型企业
的贷款扶持力度，缓解创业资金制约瓶颈，提
高贷款质量和扶持创业效果。

加强对重点群体的
就业帮扶和援助

把高校毕业生、城乡就业困难人员、南水
北调工程移民等就业困难群体放在就业工
作的突出位置，继续开展“春风行动”、“民营
企业招聘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月”等
就业专项服务活动，努力实现多渠道、多形
式就业再就业；大力开发公益性岗位和城乡
公共服务岗位，集中开展送岗位、送政策、送
服务、送技能等“四送”服务，着力提高“零就
业家庭”和城镇就业困难群体的就业稳定
性，全面动态消除“零就业”家庭。

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力度
统筹实施高校毕业生服务基层项目，继

续推行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切实为
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搞好政策引导和扶持
服务，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企业、基层和农村
进行就业和创业。

加强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以就业、培训、社会保障、劳动关系为重点，

完善制度，规范服务，加强培训，提高素质，推进
业务经办“一站式”办理，积极构建布局合理、高
效便捷的基层公共服务新平台。

加强小额贷款创新机制

强化小额担保贷款管理，扩大贷款对象、
扩大贷款规模，积极推动创建信用区建设工
作。以小额贷款为创业资金支撑，建立信用
社区、创业培训和小额担保贷款的联动机制。

加强就业培训力度

按照“培训农民、提高农民、转移农民、富
裕农民”的思路，坚持培训与就业相结合的原
则，积极引导农村劳动力和已就业的农民工
参加技能培训，全面提升劳动者的技能水平，
提高农民工的就业安置质量，提高农民工的
工资性收入。

新郑促进创业
就业工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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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6日，应聘
者在了解招聘信息。
当日，在新郑春季招
聘会上，292 家用人
单位提供了12800多
个岗位。

酒店服务行业
成为热点。

新郑春季招聘会现场人潮涌动。

政府搭建的就业服务

平台，让之前异地打工的高丽

平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公益岗位暖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