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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拖欠农民工工资等违法问题。

12. 做好大龄农民工就业扶持

◆收集适合大龄农民工的就业

岗位、零工信息，在农民工专场招

聘活动中持续发布。

◆尊重大龄农民工就业需求和

企业用工需要，指导企业根据农民

工身体状况合理安排工作岗位，强

化安全生产管理，定期开展职业健

康体检，不得以年龄为由“一刀切”

清退。

◆大 龄 农 民 工 有 就 业 需 求

的，可以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进

行求职登记，享受免费公共就业

服务。

    本刊综合

实施防止返贫就业攻坚行动

13. 做好就业失业监测

◆依托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

系统，聚焦未就业和就业不稳的

脱贫人口，建立就业帮扶台账。

14. 实施优先就业帮扶

◆将脱贫人口作为有组织劳

务输出的优先保障对象，加密岗

位归集发布，加快劳务输出组织，

推动脱贫人口愿出能出。

◆全面落实失业保险稳岗返

还、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引导

企业优先留用脱贫人口，对失业

的优先提供转岗服务，帮助尽快

实现再就业。

◆强化就近就业岗位推荐，

通过以工代赈工程项目、就业帮

扶车间、乡村公益性岗位等方式，

有序承接返乡脱贫人口。

15. 强化重点地区倾斜

◆持续实施就业帮扶专项行

动，密集开展岗位投放和招聘活

动，援建一批产业项目、企业实

体和就业帮扶车间，确保当地脱

贫人口就业规模保持稳定。

◆深化易地搬迁安置区按比

例安排就业机制，政府投资建设

项目、安置区周边以工代赈项目、

基层服务管理和公共服务项目要

安排一定比例的岗位用于吸纳搬

迁群众就业。

16. 加大安置保障力度

◆统筹用好现有各类乡村公

益性岗位，对“无法离乡、无业

可扶”且有就业意愿、有能力胜

任岗位工作的脱贫人口实施安置，

不得在现有规定外另行设置年龄、

残疾等不必要的限制条件。

◆指导用人单位按规定为在

岗人员参加工伤保险或购买人身

意外伤害保险，依法签订劳动合

同或劳务协议，每次签订期限不

超过 1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