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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促“就业”，已成为
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发力点，一
方面它关乎复工复产的人力保
障，另一方面又关乎脱贫攻坚战
的节奏和步伐。为此，多部门联
合施策，保就业，保重点企业用
工，保重大项目开工，集中力量
推进战役和战贫“双线”向好。

“为了更好地防止脱贫人口
返贫和边缘人口致贫，我们建立
了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在
4月24日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举办的发布会上，国务院扶贫办
政策法规司司长陈洪波介绍，建
立防止返贫的监测和帮扶机制，
就是为了提前发现、提前帮扶。
比如，应对疫情的分析应对机制，
早于2月28日就建立了。

强化扶贫专项专岗
据介绍，为了做好复工情况

的监测，国务院扶贫办做到“每
周一调度”。从4月10日最新的
数据来看，截至目前，扶贫项目
的开工是28.1万个，项目的开工
率达到了74.1%，从调度情况看，
各地脱贫攻坚工作有序推进。

“现在，我们从周调度改为月
调度，到4月30日，将有新的数据

公布。”国务院扶贫办开发指导司
一级巡视员吴华介绍，针对开工
项目面临的困难，国务院扶贫办
采取了一些针对性的措施，包括
加快资金拨付，包括对有的地方
工程项目实行绿色通道政策，鼓
励地方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和任务
的变化，实施动态调整扶贫项目，
对促进就业、增加贫困农户收入
的项目优先调整、优先安排。

为了动员组织贫困劳动力参
与扶贫项目，有关部门在鼓励劳
动力跨省就业的同时，还鼓励就
近就地就业。就地就业的渠道
主要包括：一是当地扶贫车间、
扶贫龙头企业复工复产，可以吸
纳一些贫困劳动力参与其中务
工。还有创业致富带头人，他可
以带动贫困劳动力就业创业。
目前有36万创业致富带头人，以
一个创业致富带头人带动3个劳
动力计算，就能解决 100 万人的
就业脱贫问题。

“还有就是开发扶贫专岗，
我们有三个‘一百万’。”吴华介
绍，这三个“一百万”包括，生态
护林员一百万人的岗位，光伏扶
贫收益开发扶贫专岗，可以安排
一百万人就业。再就是护路员、
保洁员，还可以安排一百万人就
业，这是专岗。另外，各类涉农
项目，也安排当地一些老百姓参

与其中，包括贫困劳动力，这也
能吸纳一批人就业。这些措施，
都在鼓励、引导、支持贫困劳动
力就地就近就业。

创新扶贫信贷
扶贫小额信贷是我国的一个

政策创新，也是脱贫攻坚战中的
政策亮点。

据介绍，扶贫小额信贷的政
策要点主要包括：有五万元的额
度，有三年的期限，享受免抵押
免担保，还有财政贴息、建有风
险补偿金、按基准利率放贷等。

“我们扶贫部门和银保监部
门，还有央行、财政部门，一起来推
进这项工作，进展很顺利。”吴华介
绍，政策基本要求是应贷尽贷，而
且政策是敞口的，关键是落实。

为了把这项好政策落地落
实，有关部门主要加强以下机制
建设。

第一，落实责任机制，银保
监部门出台了分片包干责任制，
以县或以乡镇为单位，这个区域
有个主办银行，主办不排他，保
证有人来服务。

第二，瞄准机制。这个产品
是专属产品，是为贫困农户量身
定制的，对于没有得到过贷款
的，已经使用过贷款的，还有易

地搬迁人口等，国务院扶贫办区
分情况，瞄准重点人群，重点予
以保障。

第三，设置县乡村“三级服
务机制”，既要让相关人员贷得
到，还要让农户贷得方便。

第四，建立部门联动协作监
测机制。这项工作是跨部门工
作，多兵种联合作战，形成合
力。而且通过信息系统，一个月
一监测，一个月一分析，一个月
一调度，一个月一通报，对各省
份精准指导。

在疫情防控期间，国务院扶
贫办还采取了特殊办法，最初的
时候，以简化流程，线上办理、电
话办理，甚至还可以先借贷后补
办手续，想方设法不断贷。现
在，又把这项政策拓展到边缘人
口，对边缘人口，容易致贫的这
部分人口，给部分政策、给贴息，
有针对性地给予帮扶。

企业抱团助力
近期，有31家民营企业和社

会组织联合发出倡议，动员社会
力量，结对帮扶挂牌督战贫困村。

对 31 家民营企业和社会组
织联合倡议一事，陈洪波表示

“倡议发出之后，大纷纷响应”。
到目前为止，1113个挂牌督

战村已经覆盖了90%以上，参与
都很积极。参与挂牌督战的这
些民营企业和社会组织，相关的
扶贫捐赠，都可享受所得税税前
扣除等优惠政策。

据介绍，这些民营企业和社
会组织助力挂牌督战是完全自
愿的，参与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有
意愿、有能力、有信誉。他们主
要是依托自身的优势，能帮什么
就帮什么，贫困村需要什么就帮
什么，要实实在在地帮扶，重点
是围绕“两不愁三保障”，就业扶
贫、消费扶贫的这些短板弱项，
主要是做拾遗补漏的帮扶工作。

当然，疫情之下，企业也遇
到许多新困难。只有企业稳，就
业才能稳。因此，在支持中小微
企业稳定就业方面，《中国企业
报》记者从会上获悉，多项稳岗
举措，正在加速推出。

据悉，有关部门将加大失业
保险稳岗返还力度，适当放宽标
准。统筹使用工业企业结构调
整专项奖补资金，用于支持符合
条件的受疫情影响企业稳定岗
位、保障基本生活等支出。对受
疫情影响的小微企业，优先给予
创业担保贷款支持。加大创业
载体奖补力度，支持创业孵化园
区、示范基地降低或减免创业者
场地租金等费用。

战疫战贫“双线”推进保就业
本报记者 江金骐

慈善是一项高尚的美德，慈善
事业崇高神圣,德者追求奉献千古
流芳。阿德勒曾说过，奉献乃生活
的真正意义。鲍崇盛既是一名普
通人，又是一名不平凡的普通人，
他在自己曾经任职的职位上，在自
己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将慈善和爱
心传递到生活中的点滴。大到盖
大楼，小到为抗洪官兵送饭菜，他
用做慈善的美德感染了周围的人。

1994年，安国街57—59号楼
之间冷山的28户居民生活在由哈
尔滨市城镇房屋开发公司（简称
四开发，现已注销）动迁安置的房
屋中，由于夏季渗水长毛，冬季墙

面淌水结冰，老人孩子常常因室
内温度低而感冒患病,住户为此烦
恼不已。

当时，哈尔滨市政府房产住
宅局哈尔滨房产经营（集团）有限
公司安康分公司由于资金紧张，
无法解决居民的要求。时任哈尔
滨市道里区人大代表、青联委员
的鲍崇盛本着为地方排忧解难，
为百姓造福的家国情怀，在自己
企业——鑫都餐饮有限公司资金
运转紧张的情况下，多次出资修
建楼体并封闭做保温，从此让28
户居民告别了困扰多年的夏季渗
水长毛、冬季淌水结冰的日子，过

上了安心舒适的生活，为社会稳
定尽了力量，并获得道里区委、区
政府颁发的爱心慈善大使证书和
奖杯。这种合作多赢的解决方
案，政府百姓和出资企业皆大欢
喜，在20多年前的历史条件下是
最佳解决方案，并在后来的住宅
平改坡中得以广泛的推广。

据了解，哈尔滨市道里区该
建筑原是居民楼两侧冷山，为居
民做保温而封闭，由哈尔滨鑫都
餐饮有限公司投资兴建，此建筑
是鑫都花园酒店投资公益事业建
筑之一，自1996年封闭至今已长
达24年之久,在此期间，鲍崇盛个
人累计投入后期修缮维护美化等
资金已达3000余万元。

鲍崇盛经营的鑫都花园酒店
自1995年成立至2011停业，遵循
诚实为人、实实在在的敬业经营
理念，深受顾客喜爱，经营达16年
之久，累计为国家缴纳税金500多
万元，成为当地的利税大户。安
置下岗再就业职工达220多人，占
企业总人数的60%以上，为100多
个家庭解决了生活困难。

1998年，松花江发生重大洪
水灾害，鲍崇盛每天为在抗洪一
线的解放军战士送餐，风雨无阻，
得到了道里公安分局和抗洪官兵
的一致好评。

2002年 ，鲍崇盛被推选为哈
尔滨市道里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任职人大代表期间，他
赞助六名失学儿童，代表全区人
大代表为失学儿童捐赠书包。同

时，为响应政府号召，改善百姓居
住环境，还自费为辖区修建花园
式居民大院，从北京购进了彩色
步道板，修建了彩色喷泉，栽种了
多达27种园林树木，使得居民小
区旧貌变新颜，并获得哈尔滨市
居民庭院绿化先进单位。此外，
鲍崇盛还积极响应哈尔滨市政府
号召，出钱出力协助政府封闭治
安大院，并抽调专人24小时为辖
区居民巡守大院，保一方平安，多
年来抓获多名犯罪分子并扭送到
公安机关，为保一方百姓安危做
出了积极的贡献，因此荣获政府
颁发的地区治安先进单位称号。

2002年，鲍崇盛获得哈尔滨
市共青团道里区委会、道里区青
年联合会颁发的慈善募捐爱心
奖。2003年被中共哈尔滨市道里
区委员会、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

政府评为慈善大使。
鲍崇盛是一名普通人，他做

慈善、献爱心都是细雨润无声，不
求回报；他又是一名不平凡的普
通人，因为他一做就是这么多年，
已经将奉献作为了生活的意义。

普通人鲍崇盛的慈善故事：从维修居民楼到爱心助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