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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财政厅
关于推进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的实施意见

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发展改革委、财政局 :

公共就业服务是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稳定

就业、促进创业、改善民生、服务群众的重要手段。为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
“
提供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

”
的部署和要求,按照《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推进全方位公共

就业服务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 (⒛18)77号 )和 《山东省人

民政府关于进一步稳定和扩大就业的若干意见》(鲁政发 (⒛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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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号 )精神,坚持换位思考、主动服务、有求必应、无需不扰、

结果评价的理念,积极提供覆盖全民、贯穿全程、辐射全域、便

捷高效的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现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实行全民共享的服务模式

(一 )推动公共就业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劳动年龄内、有

劳动能力、有就业要求的劳动者可持居民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

港澳台人员可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或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在常住地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申

请公共就业服务,保障符合条件的非本省户籍常住人员与本省户

籍人员享受同等公共就业服务。

(二 )保障各类用人单位同等享有公共就业服务。各类企业、

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以及创业实体,可 向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咨询了解人力资

源市场信息,申请招聘用工等服务。对民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

和中小企业,要公平对待,提供同等服务。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

机构要在规定时间内审核用人单位相关资质,核实发布招聘信息

的真实性、合法性。对处于初创阶段以及灵活形式用工等用人主

体,可采取
“
经办人书面承诺

”
的方式受理,必要时可进行信息

核查或工作人员调查,并在招聘信息中标注。

(三 )加强多元化方式就业和新就业形态的就业月艮务。公共

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对灵活就业、自由职业等多元化方式就业人

员和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通过多种渠道进行就业失业登记,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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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公共就业创业服务范围,可采取
“
经办人书面承诺

”
的方式受

理,必要时可进行信息核查或工作人员调查。

二、健全全程衔接的服务功能

(四 )加强职业指导月艮务。对劳动者求职就业开展全程服务 ,

可采取集体座谈、一对一交流、沙龙、论坛等形式,依据劳动者

就业意愿和能力素质,分级分类提供职业介绍和职业指导服务。

各级公共人力资源市场要设有职业指导室,并配备一定数量的职

业指导人员。

(五 )加强招聘用人服务。加强对用人单位招聘用人全程指

导和招聘需求分类评估,指导其合理制定招聘计划和招聘条件 ,

提供稳定用工和就业创业政策法规、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劳动合

同示范文本等方面的咨询服务。加强劳动关系协调和矛盾调处 ,

引导企业依法用工、劳动者依法维权,努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六 )加强创业服务。对有创业意愿的劳动者、初创企业、

创业失败者等,有针对性地提供创业培训 (实训 )、 开业指导、融

资服务、政策落实等全面服务。设立创业创新示范综合体,打造

创业服务平台升级版,为入驻创业实体提供有效的综合服务和政

策挟持。发挥创新创业协会、联盟等组织的作用,整合发挥高等

院校、科研院所、行业协会、社会中介等各类创新创业服务资源

作用,为创业者提供专业性和综合性服务。

(七 )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服务。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对

接市场和产业发展需求,实施重点群体职业培训专项行动,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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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企业职工岗前培训、新型学徒制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 ,

着力加强高技能人才培训,推进创业创新培训。建立职业技能培

训项目清单,及时向社会公布并动态调整。推广
“互联网十职业培

训
”
模式,完善与就业创业相衔接的培训课程和内容,逐步开发

使用数字化培训课程,方便劳动者随时、随地、随需学习。政府

补贴的培训项目向所有具有资质的培训机构和职业院校开放,公

开向社会统一发布,引 导劳动者更好地择优培训。

(八 )加强就业援助月艮务。对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实

施优先扶持和重点帮助,指定专人负责,制定专属援助方案,明

确专项服务项目和步骤,跟踪解决就业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确

保零就业家庭动态
“
清零

”
。

(九 )加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月艮务。流动人员人事档案

实行
“
集中统一、归口管理

”
,由 县级以上 (含县级)公共就业和

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授权的单位管理。跨

地区流动人员的人事档案,可 由其户籍所在地或现工作单位所在

地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管理。加快推进流动人员人事档案

信息化建设,建立完善基础信息资源库和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各

级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要提供免费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基本

公共服务。

(十 )加强重.点群体、重.点行业、重J虽地区的专项服务。根

据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和就业形势需要,对重点群体、重点行业、

重点地区开展就业专项服务。对受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变化、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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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调整和自然灾害影响,存在高失业风险的地区、行业和群体 ,

开展专项帮扶。对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提供精准化就业服务 ,

组织地区间、城乡间劳务协作。对出现生产经营困难需要进行规

模性裁员的企业,提供劳动关系处理、社会保险接续等方面的专

项咨询指导,做好被裁减员工的再就业服务工作。

三、完善全域覆盖的服务体系

(十一 )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各市、县 (市 、区)要整

合以就业服务和人才服务为主要职能的事业单位,设立统一的公

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完善街道 (乡 镇 )、 社区 (村 )服务平台,

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网络。合理配备管理人员和

专业服务人员,加强职业指导人员、职业信息分析师、创业指导

人员、劳动保障协理员、劳动关系协调员等专业化队伍建设,完

善工资待遇等激励保障措施。实施公共就业服务工作人员能力提

升专项培训计划,定期组织示范培训和业务轮训,支持有条件的

高等院校、职业学校 (含技工院校)开设相关学科专业。各市可

采取招标等方式,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和优质资源参与政府公共就

业和人才服务设施建设和运营管理。将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纳入

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支持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社会

组织等提供专业化公共就业创业服务,支持社会组织等承接基层

基本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开展就业创业服务
“
伙伴计划

”
,广泛动

员志愿服务组织、慈善组织、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爱心企业

和个人参与提供公益性公共就业创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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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丰富公共就业月艮务渠道。推动线下实体网点服务与

线上互联网服务深度融合,实现同一业务事项多渠道可受理、任

一方式可办结。推行
“一圈

”
实体网点服务,建设

“15分钟服务

圈
”
,综合考虑服务半径、服务人口、资源承载能力和城镇化发展

趋势,统筹布局服务网点。合理设置经办窗口,开设重点群体专

门窗口和绿色通道,设立自助服务区域,改善线下服务体验。推

行
“一网

”
线上平台服务,依托山东公共招聘网等各级公共就业

和人才服务机构网站,推动职业介绍、就业失业登记等事项
“
应

上尽上、全程在线、全网通办
”
。拓展网上服务平台、移动客户端、

自助终端、手机短信、12333咨询电话、有线电视等渠道,实现

线上服务同步联动。

(十三 )补齐公共就业月艮务短板。提升农村和贫困地区公共

就业服务能力,各市财政投入和资源配置要加大向农村和贫困地

区的倾斜力度,推进城镇公共就业服务向农村延伸,推动城市优

质资源向农村辐射。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和政府综合公共服务

资源,大力开展服务下乡、巡回指导等活动,保障农村地区和贫

困地区基本公共就业服务需求。

四、创新全时智能的服务方式

(十四 )推行标准化月艮务。建立健全全省统一的公共就业服

务标准体系,统一指导性标准、统一视觉识别系统、统一核心业

务流程和规范。编制通俗易懂的办事指南,系统梳理并公开发布

《公共就业服务现场办理事项目录》、《公共就业服务网上办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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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录》。

(十五 )推进智慧化服务。应用全国统一的智能公共就业服

务信息化平台,全面推进
“互联网+公共就业服务

”
。联网发布就

业创业政策信息以及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求职、招聘、见习、

培训等服务信息。全面开展就业失业登记、社会保险登记、劳动

用工备案业务协同,实行就业创业政策受理、审核、实施一体化

办理。全程记录落实政策和提供服务信息,全面推进信息数据省

级集中,实现跨地区、跨部门交换共享和动态管理。积极推动电

子社保卡线上业务领域应用。

(十六 )推行便民化月艮务。持续推进
“
减证便民

”
行动,简

化优化服务流程,清理各类无谓证明,逐一明确兜底条款,压减

经办事项自由裁量权。全面实行
“一门、一窗、一网、一次

”
办

理,完善预约服务、上门服务、集中服务、代理服务、远程服务、

帮 (代 )办服务等便民措施,加强跨辖区、跨层级、跨业务经办

衔接。

五、健全全效便捷的服务机制

(十七 )健全基本公共就业服务制度。全面落实基本公共就

业服务项目,健全服务清单目录 (见 附件),强化政策法规咨询和

宣传、职业介绍和指导、就业失业登记、职业培训、创业服务、

就业援助、档案管理、劳动关系协调和劳动权益保护等服务。

(十八 )优化就业失业登记服务。提升就业失业登记服务的

便民化程度,推行全域通办制度。劳动者可就近在公共就业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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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服务机构窗口或网上服务大厅办理就业失业登记,材料齐全、

手续完备的即时办结;也可采取
“
劳动者书面承诺

”
的方式,在

规定时间内办结就业失业登记,必要时可进行信息核查或工作人

员调查。实行比对核验和自动办理制度,采用大数据认定,根据

劳动者的就业创业、社会保险等合法有效信息自动进行就业失业

登记,逐步取消不同群体就业失业登记证明材料。实行
“
网证+

社会保障卡
”
制度,由社会保障卡取代纸质 《就业创业证》记载

就业失业记录、领取失业保险待遇、享受促进就业政策等功能,

原则上不再发放纸质《就业创业证》。推行失业登记与失业人员就

业、创业、培训服务需求联动制度,提高就业服务的针对性。

(十九 )加强信用管理。建立服务机构、从业人员、服务对

象信用记录,对骗取、虚报、冒领各类就业创业资金和失业保险

待遇的,纳入国家和全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加强守信联合激励、

失信联合惩戒。

(二十 )加强重J点群体实名制动态月艮务。加强离校未就业高

校毕业生、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受经济形势影响的下岗转岗职

工等重点群体实名制服务,对其中符合条件的,落实就业创业优

惠挟持政策和失业保险金等相关待遇。推进跨部门数据共享,逐

步实现与发展改革、财政等部门数据交互,最大限度扩展信息互

认共享。

(二十一 )定期举办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每年定期在全

省范围组织开展就业援助月、春风行动、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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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专场活动、民营企业招聘周、农村贫困残疾人就业帮扶活

动、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行动、金秋招聘月、就业扶贫行动

日、人力资源市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周等全国统一的专项活动 ,

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留鲁就业体验日、鲁渝扶贫协作巡回招聘活

动、巾帼就业服务专项活动、公益招聘大联盟、下岗失业退役军

人和部队随军家属就业创业服务月、黄河滩区
“
乐业迁建

”
专场

招聘会等我省特色的专项活动,形成活动月历,及时向社会公开

发布,为 劳动者求职就业和用人单位招聘用工提供针对性公共就

业服务。

(二十二 )建立公共就业月艮务应急机制。组织制定公共就业

服务应急处理预案,对受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变化、重大政策调整

和自然灾害影响,存在高失业风险的地区、行业和群体,出现突

发事件后,迅速启动预案,有针对性开展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 ,

最大限度地降低突发事件的负面影响。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发展改革、财政部门要密切配合 ,

共同推动落实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加强经费保障,合理安排就

业创业服务补助,用 于提供就业创业和人才服务以及向社会力量

购买服务等支出。加强绩效评估,把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开展情

况列入各级政府就业目标责任考核的内容。加强行风建设,严格

落实各项岗位职责和纪律要求,健全监督和奖惩机制,打造群众

满意的公共就业服务。加强舆论宣传,发挥典型引路作用,选树

一批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典型城市,建设一批充分就业型、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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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社区 (村 )、 街道 (乡 镇)和县 (区 、市),大力宣传推广经验

做法,引 导全社会共同关心、积极支持推进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

各市要结合实际,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制定具体方案和配

套措施,认真落实本意见提出的各项任务,为稳定就业局势,促

进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附件:基本公共就业服务事项清单

(此件主动公开 )

(联系单位:山东省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僳渣瑙 鼷辏盖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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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基本公共就业服务事项清单

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免

费提供下列服务:

一、就业创业、人才服务和劳动用工政策法规咨询、相关扶

持政策受理;

二、人力资源供求、市场工资指导价位、职业培训、见习岗

位等信 J惑发布 ;

三、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和创业开业指导、创业服务活动;

四、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

五、对就业困难人员实施就业援助;

六、办理就业登记 (劳动用工各案 )、 失业登记等事务;

七、办理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毕业生接收手

续;

八、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

九、劳动关系协调和劳动权益保护;

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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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⒛19年 1月 22日 印发

校核人:王晓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