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措并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华颖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

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

稳岗位、提技能、防失业政策措施，着力拓展就业空间，加力促进就

业创业。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

策。当前，稳就业任务依然繁重。解决就业问题既要立足当前，也要

着眼长远，将解决当前困难与建立长效机制有机结合起来，深入实施

就业优先战略，多措并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加大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支持。高校毕业生是宝贵的人力资源。做

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对于整体就业形势有着重要影响。要抓实抓

细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完善市场化社会化就业促进机制，加强

校园招聘市场、网络招聘市场建设，鼓励各类企业更多吸纳高校毕业

生。充分发挥政策性岗位吸纳作用，健全毕业生基层就业支持体系，

实施好“特岗计划”“三支一扶”“西部计划”等基层就业项目，持续开发科

研助理岗位。加强毕业就业工作衔接，推动就业服务提前进校园。进

一步加大对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支持力度，完善促进创业的政策，

为创业提供更有利的条件，为青年搭建更广阔的舞台。 

提升劳动者权益保障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决扫除制约广大

劳动群众就业创业的体制机制和政策障碍”“要适应新技术新业态新

模式的迅猛发展，采取多种手段，维护好快递员、网约工、货车司机



等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打破户籍制度限制，有助于劳动力自由流

动。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

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确保外地与本地农业转移人口进城

落户标准一视同仁。灵活就业是群众就业增收的重要渠道。要强化保

障和服务，允许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职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

保险，依托国家统一平台参保登记，提升社保缴费、转移接续、异地

就医等便利度。依法保护灵活就业人员合法权益，严肃查处逃避用工

主体责任、拖欠薪酬等问题。 

完善稳就业促进机制。在重点工程项目中大力实施以工代赈，是促进

有效投资、稳就业保民生、拉动县域消费、稳住经济大盘的重要举措。

要进一步扩大以工代赈投资规模，充分发挥以工代赈政策作用，推动

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质、积累人力资本最

有效、最直接的途径。职业培训有助于提升劳动者技能素质，缓解结

构性就业矛盾。要有序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开展重点群体重点

行业专项培训，健全技能人才发展政策体系。扩大职业技能院校招生

规模，组织短期技能培训。鼓励用人单位扩大见习规模，在储备劳动

力的同时提高劳动者素质。 

开拓公共服务领域就业空间。发展养老托幼服务是改善民生的重要任

务，也是拓展就业空间的重要手段。当前，我国专业养老人才严重不

足。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未来专业养老人才缺口可能更大。要发展

壮大养老产业，大力培育养老服务市场，大力培养专业养老人才，对



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服务人员提供专项培训，引导服务供给与需求相

适应，增加多样化、个性化的养老服务。近年来，育儿成本特别是时

间成本攀升，3岁以下婴幼儿的公共托幼服务已经成为许多家庭的基

本需求。要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加快发展社区托幼服务，在为城乡居

民提供质量有保障、价格可承受、方便可及的托幼服务的同时，拓展

新的就业空间，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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