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文件
内蒙古自治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内人社办发 (2020J 142 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就业扶贫工作的通知

各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扶贫办，满洲里市、二

连浩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扶贫办: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关于进

一步做好就业扶贫工作的通知>> (人社部发 (2020J 48 号)的要
求，现就进一步做好就业扶贫工作有关事直通知如下:

一、压实工作责任。进一步强化自治区负总贵、盟市和旗县

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层层压实就业扶贫主体责任。各盟市要围绕

"一个超过、两个不少于"就业扶贫的目标，对标对表，尽职尽

责，瞄准关键点，抓住着力点，找准切入点，采取更加有效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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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切实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

二、动态更新数据。要依托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名制数据

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扶贫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建立有

效的数据动态对接机制，充分发挥乡村两级和帮扶责任人、驻村

工作队等队伍作用，准确掌握贫困人口务工就业信息，动态及时

更新，确保信息的准确性。要对照去年外出务工贫困人口名单，

摸排今年已就业人员情况和未外出有意愿外出人员情况，列出本

地贫困人口就业人员清单、有意愿外出务工人员清单，做到人员

底数清、劳动能力清、就业状态清、外出意愿清。加强完善联系

方式、务工时间、务工地点、务工单位、参保信息等务工就业人

员信息，从源头抓好贫困人口数据采集工作，统一口径、共同确

认，确保数据准确。

三、优先组织外出。要始终将促进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摆在

突出位置，抓住全区复工复产进度加快用工需求增加和可利用农

闲时间打工的有利时机，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做到岗位收集最大

化、组织外出最优先、政策落实全到位。加强岗位收集，普遍联

系辖区内各类用人单位，广泛收集适合贫困劳动力的岗位信息，

加快岗位向上归集，畅通联网发布渠道。加快组织外出，对照拟

外出贫困劳动力清单，及时捕捉适合的岗位信息，实时开展人岗

对接，优先提供输出服务。加强政策落实，落实好吸纳贫困劳动

力的就业扶贫政策，收集储备一批适合贫困劳动力的就业岗位，

做到及时归集、 !1~时上岗。对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的企业，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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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的按规定给予以工代训职业培训补贴和一次性吸纳就业补

贴。疫情防控期间，对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规模大的企业，可通

过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给予一次性奖励。对开展有组织劳务输出的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经纪人，按规定给

予就业创业服务补助。对通过有组织劳务输出到户籍所在旗县以

外就业的贫困劳动力，按规定给予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对疫情

防控期间外出务工的贫困劳动力按规定给予交通费补助。

四、精准施策稳定岗位。要对照就业人员清单，强化政策落

实，强化权益维护，千方百计稳定就业岗位。对正常经营、吸纳

贫困劳动力就业的，落实扶贫车间奖补、以工代训职业培训补贴

等扶持政策。扩大职业技能培训规模，落实相关补贴政策，使有

意愿的贫困劳动力都能得到培训，按规定落实生活费补贴，鼓励

和引导贫困劳动力参加线上技能培训。对不得不裁减贫困劳动力

的企业，指导企业妥善处理与贫困劳动力的劳动关系，依法支付

工资报酬和经济补偿，做好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对参加失业

保险的贫困劳动力，及时按规定落实失业保险待遇，对未参加失

业保险的符合条件对象，协调当地民政部门按规定及时纳入最低

生活保障、临时救助范围，保障失业期间基本生活。

五、拓宽就地就近就业渠道。要充分尊重贫困劳动力意愿，

将返乡留乡贫困劳动力作为重点帮扶对象，通过发展农牧业生

产、组织参加工程项目建设、推动扶贫龙头企业和扶贫车间复工

达产、培树发展劳务品牌、培育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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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渠道安排返乡留乡贫困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对有就近就地和

季节性打工意愿的贫困人口，要组织贫困劳动力参与农牧业生产

经营管理等季节性务工，实现就业创收。结合实际落实岗位补贴

政策，规范管理公益性岗位，优先安置"无法离乡、无业可扶、

无力脱贫"且有能力胜任岗位工作的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村级

光伏扶贫电站收益 80% 用于设置扶贫公益性岗位。鼓励返乡留

乡贫困劳动力自主创业就业，对自主创业就业从事二三产业的贫

困劳动力允许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扶贫小额贷款予以扶持，特

殊情况由旗县自定。

六、强化考核评估。国家要求，贫困劳动力就业情况将作为

年度脱贫攻坚成效考核的重要内容，考核参照指标为去年贫困劳

动力外出务工数据，东部地区今年吸纳中西部地区贫困劳动力务

工的总数不少于去年;中西部地区今年外出务工的贫困劳动力总

数不少于去年。自治区 2020 年目标任务是外出务工贫困人口不
得低于去年的 17.35 万人;开展京蒙劳务协作实现就近就地转移
就业 7920 人;赴北京就业 528 人。

七、加强组织领导。要把就业扶贫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

要内容、稳就业的重要举措，高度重视，倾力作为，确保完成目

标任务。鼓励各地统筹使用就业补助资金、符合条件的相关扶贫

资金和地方财政安排的援助资金，结合实际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政

策措施，促进贫困劳动力稳定就业。要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

干，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防止"数据达标" "数字就

- 4 一



业"，确保工作扎实、结果真实。要坚决克服松劲懈怠、"疲劳

症"和庆战情绪.绷紧弦、吃住劲，慎终如始抓好工作落实。

- 5 一



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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