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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山西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关于应对疫情加强就业扶贫促进

有组织劳务输出的通知

晋人社厅函〔2020〕127 号

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扶贫办：

为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

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

务院扶贫办《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做好就业扶贫工

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20〕12 号），进一步加大贫困劳

动力就业支持力度，推动我省贫困劳动力有组织劳务输出，

确保贫困劳动力稳岗就业增收，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贫困劳动力数据动态管理

从 3 月 1 日起，各级人社部门要按照全省劳动力“建档

立卡”工作要求，将贫困劳动力纳入首批对象范围，在现有

数据信息资源的基础上，综合利用电话、微信、网络等方式，

于 3 月底前全面完成本地贫困劳动力个人基本信息、就业

失业情况、培训就业意愿等数据的采集核实工作。对劳动力

信息分类汇总梳理，针对性做好培训和就业服务。各级扶贫

部门要利用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精准掌握贫困劳动力就

业意愿、就业能力、培训需求等情况。各级人社、扶贫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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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和衔接，做好相关数据的同步动态更

新，以线上线下方式进行企业开复工和岗位需求信息比对分

析，为因人因户分类精准帮扶，提供技术保障和服务支撑。

二、促进贫困劳动力有组织劳务输出

各地要在确保疫情防控安全的前提下，切实加大贫困劳动

力有组织输出力度。对已有岗位准备外出的贫困劳动力，优

先纳入农民工返岗复工“点对点”服务范围，协调专车、专

列等接送至务工地点。对有组织外出务工的贫困劳动力按规

定落实不超过 800 元的一次性交通补助。

各地要抓住重大项目建设和企业复工复产时机，健全和

拓展省内外劳务协作机制，加强输出地和输入地有效对接。

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职业培训机构、劳务经纪人等市场

主体有组织输出贫困劳动力，2020 年 2 月到 6 月底之前推荐

劳动者在县内、省内、省外成功就业且与用人单位签订规定

期限劳动合同的，按就业人数分别给予每人 500 元、800 元、

1000 元职业介绍补贴。

鼓励支持有条件的贫困劳动力境外劳务输出。对具备条

件的，优先纳入输出范围，组织优势资源进行相关培训，按

规定落实财政补贴政策。

三、强化线上就业服务

充分运用网络平台为贫困户开辟网上招聘绿色通道，

根据贫困劳动力就业意愿和就业技能，促进与用工企业精

准对接、应聘择岗。对不具备上网条件的贫困劳动力，要组



3

织专人通过电话、视频提供“一对一”精准对接服务。

深化“人人持证、技能社会”建设，重点支持有培训就

业意愿贫困劳动力、易地搬迁劳动力参加免费职业技能培

训。各地要探索建立贫困劳动力在线职业培训模式，依托“中

国职业培训在线”“就业创业和职业培训在线”和本地较为

成熟的线上培训平台等，免费向贫困劳动力提供视频课程、

电子书、课件、动画等职业培训教学资源，鼓励支持贫困劳

动力积极参加线上培训。运用线上线下融合教学，按规定完

成职业工种理论培训课程内容和课时（一般不超过总课时

的 30%），视为有效成绩，直接参加实训操作培训，按照

规定给予培训补贴。

四、鼓励吸纳就业

充分挖掘当地就业潜力，政府重大工程建设、以工代赈、

生态扶贫、扶贫车间、光伏扶贫等财政投入项目，要优先吸

纳贫困劳动力就业。加快推动易地搬迁项目落地，扶贫部门

要预留岗位安置贫困劳动力和易地搬迁群众就业，易地搬迁

安置点要预留场地用于公共就业服务和创业带动就业。对各

类企业、扶贫车间、重点项目等招用贫困劳动力就业的，按

规定落实一次性吸纳就业补助、社会保险补贴等。对吸纳贫

困劳动力达到规定要求的就业扶贫基地，各地要加快认定速

度，按规定给予资金奖励。

五、推动务农就业增收

各地要结合春季农业生产部署，引导无法外出的贫困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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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投入春耕备耕，从事农资运输、农产品产销等，在农产

品采摘、分拣、装卸、运输等环节优先使用本地贫困劳动力，

促进就业增收。加强与电子商务平台合作，推动爱心助农等

活动惠及贫困劳动力。对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的各类农资企

业、农业经营主体参照扶贫车间给予吸纳就业补贴。

六、支持就地就近就业

鼓励扶贫车间吸纳就业。适当调整扶贫车间认定标准，

对政府免费提供厂房车间的扶贫企业，招用贫困劳动力人数

在 10 人以上的，可认定为扶贫车间，享受相关补贴政策。

2020 年 2-6 月期间赴县以外务工或在当地扶贫车间、企业稳

定就业的贫困劳动力，按照实际工作月数，给予每人每月 200

元稳岗补贴。各地可根据需要合理设立乡村防疫消杀、社区

巡查、环境整治、生态管护、乡村建设等临时公益岗位，安

置无法外出的贫困劳动力就业。稳岗补贴和临时公益岗位所

需资金可从统筹整合扶贫资金中列支。

七、加强关心关爱

组织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帮扶责任人等人员力量，

定期联络对口帮扶贫困劳动力，关心他们的健康、生活和务

工情况。对贫困劳动力反映的卫生防疫、生活保障等方面问

题，及时转交相关部门帮助解决。对受疫情影响失业的参保

贫困劳动力，按照不高于当地失业保险金标准发放失业补助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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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强化组织领导

各地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积极主动作为，强化部门

协作，形成工作合力。要动态掌握贫困劳动力就业情况，及

时提供有针对性的就业帮扶，切实防止因疫失业返贫。疫情

影响期间开展工作的动态情况，请各地务必根据《关于做好

疫情防控期间人社扶贫工作的通知》（晋人社厅函〔2020〕

98 号）要求及时报送。

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山西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2020 年 3 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