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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经济参考
报》5 月 16 日刊发记者班娟娟、宋瑞、董
小红采写的文章《稳岗稳就业！一揽子
惠企政策来了》。文章称，日前召开的国
务院常务会议要求财政货币政策以就业
优先为导向，稳住经济大盘。《经济参考
报》记者获悉，为应对经济新的下行压
力，助推市场主体恢复经济活力，大规
模惠企利好正密集赶来。近段时间，有
关部门紧锣密鼓部署一系列纾困举措，
着力稳市场主体稳岗位稳就业，超过 30
亿元的稳岗资金已直达企业，失业保险
新政 4500 亿元红利在途。包括退减税、
缓缴社保费、稳岗返还等在内的一揽子
举措正在多地迅速落地，力促早见效早
受益。

“稳岗有补贴，贷款有优惠，投资有
返还。一系列政策支持下，企业产能和
订单明显增长。”成都富晟崇力汽车部件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思宏说，作为一家
新上规的企业，今年工厂产能已经增长
到 30万台，达到 2019年的 3倍。公司整
体发展处于长足爬坡过程中。

“从 4050 人员签订长期合同补贴，
到新型学徒制培训补贴、就业见习基地
补贴、吸纳农民工补贴，再到社保减免等
补贴政策，企业都‘真金白银’享受到
了。”敏华家具（中国）有限公司招聘高级
经理黄雪峰对大规模惠企扶持政策感触
很深：“这些政策让企业节省了300多万
元成本，企业发展更有信心。今年还新
招聘了 200 多人，实现了不裁员、无降

薪，工资准时发放。”
今年以来，稳岗稳就业政策持续加

力，为市场主体减负纾困，为企业持续发
展注入动力。近期，受疫情等因素影响，
稳就业压力加大。对此，有关部门频频
部署，释放加码稳岗稳就业的信号。

5 月 7 日召开的全国稳就业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强调，要着力支持稳岗，推进
企业在做好疫情防控条件下复工达产，
加快落实退税减税降费等减负纾困政
策，帮助尽可能多的市场主体特别是中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挺过难关、留住岗
位。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带动更多
就业。

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围绕加大稳岗
促就业力度作出具体部署，强调“退减
税、缓缴社保费、降低融资成本等措施，
都着力指向稳市场主体稳岗位稳就业”

“要进一步研究运用多种政策工具，调动
地方积极性并压实责任，切实稳岗位稳
就业”。

人社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有
关部门也迅速行动，从推出大规模增值
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到出台失业保险
稳岗位提技能防失业一揽子举措，再到
明确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缓缴企业社会
保险费政策等，一揽子惠企举措加快推
出，政策效应逐步释放。

天津日前发布了《关于特困行业阶
段性实施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有关
问题的通知》。“缓缴社会保险费对于民
航企业来说可谓雪中送炭。”天津航空有

限责任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刘恺说，
“这项惠企政策为企业稳定员工队伍、保
持飞机运力、支持航班顺畅运行注入一
剂‘强心针’。”

刘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养老保险
费的单位缴费部分、失业保险的单位缴
费部分、工伤保险费等多重社会保险费
缓缴后，预计可为企业腾出 2200多万元
的资金空间，后续可用于员工工资和后
勤保障。

除了天津，连日来，特困行业阶段
性实施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这一由人
社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刚刚发布不久的
新政策，在北京、江西、广西等地也在加
快落地。

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 4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退税“直达快享”也给不
少企业送来了及时雨。

“真是在最艰难的时候给我们‘雪中
送炭’了。”看到到账的 176.76 万元留抵
退税款，成都三合力诚商务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席浩然特别激动。由于疫
情反复，该公司现金流短缺，面临购车资
金、车辆固定租金和员工工资等支出无
力承担的困境。席浩然说，这笔“真金白
银”提振了公司信心。收到退税后立即
用这笔钱发放员工工资，稳住就业岗位。

超 30亿元稳岗资金已经直达企业；
失业保险稳岗位提技能防失业政策预计
释放 4500亿元红利；延续实施阶段性降
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政策1年，将
减轻企业社保缴费负担约 1600亿元；对

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缓缴社会保险费政
策，可以为企业和个人增加 800 多亿元
的现金流；今年预计释放技能提升政策
红利约 500亿元……有关部门日前密集
释放大规模惠企红利。

5月 14日，河南省召开全省助企纾
困稳定就业工作座谈会，强调切实稳
住市场主体、稳住就业。同一天，长春
市举行应对疫情影响、支持市场主体纾
困新闻发布会，提出全面落实减税降费
政策，全年预计减、免、退各类税费约
100 亿元，统筹安排 3.5 亿元创业就业补
贴，配套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等资金
投入……一揽子实招正在地方迅速落
地，力促早见效早受益。

“中央部门和地方近期推出的一揽
子稳岗稳就业举措，围绕企业发展堵点
难点精准发力。”复旦大学全球科创人才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姚凯对《经济参考报》
记者表示：“退减税、缓缴社保费、稳岗返
还等系列措施有利于保障企业的稳定发
展，激发用人主体的需求，为稳岗稳就业
奠定重要基础。”

姚凯认为，助企纾困稳就业的根本
在于增加市场主体活力。他建议在推动
有序复工复产的基础上，进一步落实落
细税收、社保、补贴等政策，推动扩大岗
位供给能力和供给规模；对科创企业和
外贸企业等重点领域的市场主体制定针
对性的扶持政策；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
转型，振兴服务业，创造出更多新型就业
岗位和有特色的服务业岗位。

稳岗稳就业！

一揽子惠企政策来了

近期，全国疫情整体继续呈现
下降态势，但有的地方本土传播尚
未完全阻断，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
峻复杂。

老年群体接种新冠疫苗的必要
性和紧迫性是什么？疫苗接种为何
能降低重症甚至死亡风险？对于养
老机构和长期居家的老年人而言，
如何落实落细精准防护？北京大学
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
华庆作出权威解答。

“从一些数据可以看出，老年人
是感染重症的高风险人群，老年群

体接种新冠疫苗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非常明确。”王贵强说。

“老年人感染了新冠病毒之后，
导致重症和死亡的比例在各个年龄
段中最高。”王华庆说，对于老年人
来说，一般感染病毒或者细菌后，自
身免疫发生率增加，更容易出现炎
症反应；老年人大多数都有基础性
疾病，如果感染了病毒，也会导致原
有疾病的症状更严重或更容易出现
合并症。

“接种三针新冠疫苗能够有效
预防老年人的重症和死亡。”王贵强
说，从目前数据来看，老年人接种两

针新冠病毒疫苗比年轻人接种两针
产生的抗体性要低，接种三针后抗
体水平才会快速提升，抗体水平高
的情况下可以更好地保护老年人，
降低重症和死亡风险。

王华庆表示，从目前我国奥密克
戎影响严重的地区监测可以看到，未
接种疫苗和接种两剂次、接种三剂次
之间的保护作用差别是非常明显的，
接种两剂次和接种三剂次之间对于
预防重症和死亡作用也有明显差别。

有关数据显示，在 60 岁以上人
群中，未接种疫苗和仅接种一剂次
疫苗者重症的发生率是接种两剂
次、接种三剂次疫苗者重症发生率
20倍以上。

专家提醒，疫苗接种对于预防
重症效果明显，呼吁老年朋友及时
接种疫苗。同时，各级政府要加强
疫苗接种的协调和组织管理，对老
年人采取各种“绿色通道”，包括上
门接种、推广移动接种车等，保障老
年人应接尽接。

此外，养老机构和长期居家的
老年人是抗疫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
关键一环。王贵强建议，要确保这
些老年人尽快接种疫苗，强调基本
防护，勤洗手、戴口罩，减少人群聚
集，保持活动场所勤通风。而且老
年人周围人群要做好个人防护，定
期自我监测、核酸筛查，强化防控意
识，避免家庭内部和养老院内部病
毒传播。（记者李恒）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

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不要等
——权威专家回应防疫热点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记者姜琳）16日，人
社部会同有关方面启动实施“职等你来 就业同
行”百日千万网络招聘专项行动，搭建全国统
一、多方联动的网络招聘平台。行动将持续至8
月25日，为劳动者提供超千万个就业岗位。

据人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行动将组
织直播带岗，提供职业指导云课堂、职业技能云
培训、就业创业政策宣传等。各省特色专场将
陆续推出，第一周举办北京、天津、河北、山西 4
个地方特色专场。

这次行动聚焦需求量大、紧缺热门、发展前
沿领域，每周推出多个行业专场，首周涉及医
药、汽车、智能制造等 7 个行业，共有 8500 余
家用人单位提供 10.9 万个岗位。常态化开设
14 个招聘专区。区域专场聚焦乡村振兴、区
域协调发展，开设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乡
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专场。群体专场组织高
校毕业生、农民工、城镇失业人员、脱贫劳动力
专场招聘。

针对当前疫情形势和互联网发展特色，开
设直播带岗专区，首周推出西南医疗人才、北京
引才筑梦、重庆英才、名企就业直通车等 50 场
直播带岗。

线下招聘也将有序组织。人社部将会同部
分行业协会和地方举办系列区域性行业特色招
聘，重点涵盖连锁经营、有色金属、保险等行
业。各地也将统筹线上线下活动安排，提供行
业专场招聘、校园招聘、就业服务进校园等针对
性服务。

这次专项行动主会场设在中国公共招聘
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及“就业在线”，并开设就业
导引地图，链接各省招聘分会场和相关社会参
与方。

超千万职位！

百日千万网络
招聘行动启动

4月18日，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协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隆福医院
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开设疫苗接种专场。医护人员为老年人接种新冠疫
苗。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