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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徐侃 通
讯员 侯吉康）今年以来，安庆市全
面强化就业优先政策，1至4月份，全
市城镇新增就业2.84万人，完成全年
任务的65%，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

扩就业，鼓励企业吸纳就业。今
年，安庆籍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
39696 人，比上年增加 1732 人，在宜
高校毕业生 16870 人，比上年增加
5302 人，总量再创新高。加大政策
支持力度，对中小微企业新招用应届
高校毕业生并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
同、稳定用工 6 个月以上、按规定缴
纳社会保险费的，按照1000元/人标
准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对与
小微企业签订6个月以上劳动合同，
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毕业年度
高校毕业生，给予 3000 元一次性就
业补贴。对与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

或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自
主就业退役军人、脱贫人口签订 12
个月以上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
会保险费的小微企业，由就业补助资
金给予社会保险补贴。鼓励创业带
动就业，对毕业 2 年以内高校毕业
生、就业困难人员、脱贫人口、退役2
年以内的自主就业退役军人、返乡农
民工首次创办小微企业且正常经营
6个月以上的，由就业补助资金给予
5000元一次性创业补贴。

提技能，鼓励开展培训稳岗。依
托安徽职业培训在线学习平台，推行

“互联网+”职业培训新模式，鼓励
企业实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
展培训，线上培训课时计入总课时，
待线下培训考核合格后，按规定兑付
培训补贴。1-4月，全市开展补贴性
职业技能培训班96期，培训5545人

次。此外，依规履行失业保险参保
缴费义务 1 年以上的企业在职职工
和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职业
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
可按规定向失业保险参保地或失业
保险金申领地申领技能提升补贴。
每人每年享受补贴次数最多不超过
三次。

减负担，继续实施社保减免。阶
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至1%政策延
续实施1年，执行期限至2023年4月
30日。据测算，2022年1—3月，失业
保险降率减费 4586 万元，预计全年
可减轻用人单位失业保险缴费负担
约1个亿。餐饮、零售、旅游、民航、
公路水路铁路运输等特困企业，可申
请缓缴单位部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缓缴期
间免收滞纳金。以单位名义参保有

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参照企业享受缓
缴养老保险费政策。

保基本，强化失业人员保障。加
大就业援助实施力度。在延续动态
调整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标准政策的
同时，允许各地结合地方防疫需要，
开发一批消杀防疫、保洁环卫等临时
性公益岗位，根据工作任务和工作时
间，给予不超过3个月的岗位补贴和
社会保险补贴。为确保失业人员基
本生活，将失业补助金政策实施期限
延长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对象为
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期间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
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参保
失业人员。1-4月，全市累计向3974
名失业人员发放失业保险金1681万
元，向 1792 名失业人员发放失业补
助金225万元。

安庆中小微企业：

吸纳高校毕业生可领补贴

本报讯（通讯员 檀志扬 操
振东）5月10日凌晨2时，怀宁县平
山镇幸福圩联合党委龙虾养殖基地
就已经开始热闹起来，稻田里随处
可见带着头灯忙碌的身影。幸福圩
联合党委书记张朝杰正带着几名村
干和群众在起网收虾，“我们今年
承包了 300 亩水田进行稻虾连作，
这段时间，龙虾进入销售旺季，我
们每天都是这样忙碌。今年稻虾预
计能增收 75 万元，虽然很辛苦，
但是值得。”张朝杰一边倒虾一边
笑着说。

在平山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区
内，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车辆前来
收购龙虾。王六月是平山镇小龙虾
养殖能手，她养殖的小龙虾品相好、
个头大、肉质鲜嫩，市场总是供不应
求。从2015年起，王六月就承包了
平山镇胜天圩内1000余亩水田，发
展稻虾连作。她向记者算了一笔
账：一亩粳稻单产700公斤，按市场
价每斤1.2元，水稻毛收入1680元；
套养的小龙虾亩产 100 公斤，按每
斤15元计算，毛收入3000元。“虾和

稻加起来，每亩纯收入约2500元。”
为了带动周边村民致富，王六月还
牵头成立了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将稻虾连作的技术经验传授给合作
社农户与周边村民，带动村民们走
上了稻虾连作的致富路。

和“90后”的王六月相比，村民
程国才可谓是稻虾连作的一名“老
将”，他种养稻虾有 10 多个年头
了。“小龙虾在田间活动，摄食害虫
及虫卵，有效防治了病虫害，虾粪又
能为水稻补充足量的养分，大幅提
高了稻田产值。稻虾连作后，稻田
里基本不使用农药，化肥使用量也
减少了 70%以上。清水虾、稻虾米
成了标准的绿色无公害食品，价格
也越来越高。”程国才说。

轻点手机，查看稻田里小龙虾
生长情况；在线下单，就可销往
千家万户……集互联网、云计算
和物联网为一体，这些看上去

“高大上”的信息技术，如今也走
向平山镇的田间地头，让农业变
得“聪明”起来。

为促进农产品交易，切实将稻
虾连作产业打造为富民强镇的第
一特色产业、转型升级的第一示
范产业、“接二连三”的第一综合
产业，平山镇投资400万元建设小
龙虾交易市场，融冷链仓储、物
流、辅料、饲料、虾苗、技术等为
一体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我们
着力搭建一、二、三产互动平台，
打开集人文、产业、美食、景色于
一体的绿色旅游观光农业产业格
局，依托镇内的钵盂湖、胜天圩
景观带，建设以小龙虾为主题的
钵盂湖垂钓中心、休闲观光凉亭
走廊、网红打卡点、特色农家乐
等休闲旅游观光点，以农旅融合
赋能乡村振兴。”平山镇党委书记
何声泽说。

“小龙虾”做成乡村振兴“大产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徐媛
通讯员 汪志国）今年，市交通部门
将探索跨部门区域协同机制，完善
执法监督体系，扎实推进交通一体
化协同执法。

我市探索着手建立交通运输与
公安交警、市场监管、城市管理等跨
部门联合执法工作机制。积极探索

“交通执法+司法协作”工作机制，
建立交通执法司法审判、司法监督
常态化协作机制，打出交通执法、
司法联动的“组合拳”。在跨部门
跨区域案件协查、违章信息通报、
异地查处等方面建立常态化联动协
作机制。

为加强内部协作，我市交通执
法部门将建立部门之间线索移送、
沟通协调、联动查处等业务协作机
制。同时实现审批服务、行业管理、
公益服务与执法监管的信息共享、
互联互通，实现前置审批、批后监
管、执法处罚等环节的无缝衔接，形
成联合工作合力。

为构建社会协同机制，我市还
将推动建立涵盖政府、企业的协同
机制，强化部门协同、跨界合作，发
挥社会机构在交通执法中的重要作
用。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大力引导
企业成为行业秩序的自律者、监督
者和维护者。

为完善执法监督体系，交通部
门将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严
格按照权责事项清单分解执法职
权、确定执法责任。深入推进交通
执法评议考核制度，完善执法办案
评价指标体系和考评体系。

同时，我市还将严格落实层级
监督责任。加强对执法行为的监督
检查力度，重点检查执法风纪、行政
处罚情况，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坚
决予以纠正,用程序保障交通执法
的公平公正。

交通执法协同发展

助推执法一体化建设
5月13日，望江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组织工作人员在一所中学
对食品进行现场采样、检测，增强
学校食品安全及疫情防控双主体
责任意识，做到对食品安全风险
的早发现、早控制，保障学生们的
餐饮安全。

全媒体记者 储永志
通讯员 方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