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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 黄媛媛 通
讯员 黎扬）记者从市人社局了解
到，2025 年安庆市高校毕业生规模
突破2万人，就业总量压力与结构性
矛盾相互交织。市人社部门积极行
动，构建全链条就业服务体系，努力
让每位毕业生在安庆“好就业”“就好
业”。截至5 月底，全市高校毕业生
毕业去向落实率已达 61.72%，较去
年同期提高了2.1个百分点。

政策红利精准落地

安庆市将政策兑现作为稳就业
的“压舱石”，积极推广“直补快办”

“免报直发”模式，确保企业和毕业生
能够“看得见、算得清、用得上”。针
对吸纳高校毕业生的小微企业，落实
企业吸纳社保补贴、一次性扩岗补助
65.38万元，并发放一次性就业补贴、
一次性创业补贴30.7万元。

为鼓励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
业，市人社部门联合金融部门升级推
出“扩岗贷”金融产品。单个企业最
高可获得 1000 万元低息贷款，目前
已发放贷款超 2.79 亿元，惠及 75 家
企业。此外，对首次来宜就业的高校
毕业生，按学历给予每月 500 元至

3000元的生活补贴，1-5月累计发放
补贴664.9万元。针对高校毕业生等
创业群体，将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额度
提高至 50 万元，2025 年发放贴息贷
款205万元。

就业服务提质增效

安庆搭建“线上+线下”全天候
服务平台，让用人单位和毕业生实现

“双向奔赴”。在举办“大而全”的招
聘会基础上，针对不同产业链和不同
高校、专业，开展“小而专”的招聘
会。1-5月，累计举办“2+N”招聘会
643 场，提供岗位 65.2 万个，达成就
业意向数约2.5万人次。同时，开发
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市场性岗位6521
个，“三支一扶”计划招募132人。开
展“招才引智高校行”活动 15 场，吸
引合肥工业大学、武汉工程大学等
15所高校1039名毕业生与本地企业
达成就业意向。

安庆还深化“三公里”就业圈建
设，在产业园区、商圈、银行网点等
布局建设 100 个“家门口”就业服务
站，并在本地 5 所高校设立就业服
务站，将岗位信息、政策咨询送到毕
业生身边。

在促进高校毕业生“早就业”的
同时，安庆充分发挥就业见习作用，
为有见习意愿的毕业生提供适宜的
见习岗位。1-5月，新认定272家见
习基地，开发 1568 个见习岗位，为
252 名毕业生提供“全真模拟”职场
体验。

精准帮扶一人一策

安庆建立“离校未就业毕业生—
就业困难毕业生—重点帮扶对象”三
级台账，实施“1311”就业援助服务，
即1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1次
技能培训、1 次就业见习。2024 年，
全市11260名离校未就业毕业生中，
10904 人已实现就业，联系服务率
100%、帮扶就业率 96.84%。针对家
庭困难、残疾等特殊群体，提前发放
一次性求职补贴，发放 2025 届一次
性求职补贴615万元，惠及4100名毕
业生。

为帮扶残疾毕业生就业，今年5
月，市人社局联合市残联举办专场招
聘会。25 家企业提供 300 余个适配
岗位，近 60 人现场达成意向。同步
开启的“云端”招聘吸引了 1 万人次
观看。

特色活动亮点纷呈

安庆创新开展“百千万”工程，让
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全方位感知
安庆、融入安庆。“百所高校校长处长
安庆行”活动已邀请省内外高校共建
实习基地 20 余个，促成校企合作项
目 35 个。“千名技能人才聚安庆”活
动吸引了5000余名2025届毕业生参
与对接会，其中998人达成实习就业
意向。“万名青年学子看安庆”活动组
织高校学生走进园区、企业。4月联
合合肥大学、九江学院开展的首场活
动中，20 余家企业提供“直通面试
卡”，让毕业生“零距离”体验职场。

此外，2025 年安庆计划举办 40
场“宜创宜成”专项创业活动，包括创
业大赛、创业集市、融资对接会等，为
毕业生提供从培训到落地的全周期
支持。

市人社部门将持续优化政策供
给、提升服务效能、强化部门协同，稳
步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赋能中
心建设，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一站式”
就业创业服务，确保 2025 届高校毕
业生就业去向落实率保持在 95%以
上，留皖留宜就业率持续提升。

优化政策供给 搭建服务平台

精准施策助毕业生筑梦未来

本报讯（见习记者 刘丹）日
前，第二批省级考古遗址公园名
单公布，全省共有 6 处考古遗址
被列为第二批省级考古遗址公
园，怀宁县孙家城遗址安徽省考
古遗址公园榜上有名。

安徽省考古遗址公园是指
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物局）
认定命名，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
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
育及休憩功能，在全省范围内具
有典型性、代表性、示范性的特
定公共空间。

孙家城遗址位于怀宁县马庙
镇栗岗村，长江支流大沙河的南
岸，是目前安徽省西南部发现的
面积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序
列最完整的一处遗址。遗址各区
域的文化堆积较为丰富，以距今
近6000-4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
和商周时期为主，为长江下游地
区除良渚古城外仅有的另一个新
石器时代城址。2007年、2008年
两次发掘，其史前遗存衔接紧密，
分早、中、晚三期，分别对应黄鳝
嘴文化、薛家岗文化、张四墩文
化。2013年，孙家城遗址被列为
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后，怀宁县委、
县政府先后对其实施了安防工
程、保护加固等项目，并建设了文
物展示馆，其保护与利用能为中
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鲜活例
证，对深化长江中下游文明探源、
助力安庆从“文化资源大市”向

“文化强市”跨越具有重要意义。

一遗址获评第二批
省级考古遗址公园

本 报 讯（全 媒 体 记 者 雷 琳
琳 通讯员 孟晓维）“以前办电子
口岸卡要专门跑安庆市区，现在下
楼到建行就能办，太方便了！”6月12
日，安徽诚友蛋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胜手持电子口岸卡，对便捷高效
的服务赞不绝口。

为优化营商环境、促进贸易便
利化，安庆海关携手桐城市政府、中
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合肥分中心以
及中国建设银行安徽省分行、安庆
市分行，共同推动电子口岸服务向
基层延伸。6月初，在桐城设立电子
口岸合作制卡代理点，有效解决皖
西南地区外贸企业，特别是县域企
业办理电子口岸业务“最后一公里”

难题，提供实实在在的“就近办”“一
站办”服务。

“以前不管是新办卡还是补卡，
都得安排专人花大半天时间往返安庆
市区，遇上材料不全还要多跑一趟。
现在好了，步行就能到银行网点，十
几分钟搞定。”张胜深有感触地说。

作为省级农村电商示范县，桐
城市拥有活跃的外贸主体和优秀的
联动创新片区。中国建设银行桐城
支行负责人汪可庆介绍：“选择在桐
城支行设立代理点，正是看中了这
里旺盛的外贸服务需求。企业在这
里不仅能一站式完成电子口岸入
网、‘共享盾’申领、补办、解锁等业
务，还能依托海关、外汇管理局与银

行间的数据互通，实现‘通关+金融’
服务无缝融合。”

记者了解到，企业只需与中国
电子口岸数据中心合肥分中心进行
数据对接，完成申请，再等审批流转
回代理点，即可实现现场快速制发
卡。这种“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
路”的“线上申请、本地制卡”新模
式，大幅压缩了业务办理环节和时
间，成功为企业降本增效。

安庆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周陶平
表示，“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推动制
卡服务与多项惠企政策形成叠加效
应，打好优化服务‘组合拳’，让海关
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全力服务地方
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大幅压缩办理时间 为企业降本增效

电子口岸服务畅通“最后一公里”

6月10日，岳西县菖蒲镇蚕
茧收购点蚕农正在售卖今年第一
批蚕茧。眼下，该县各个蚕茧收
购站点呈现出忙碌的交易景象。

近年来，岳西县采取“公司+
基地+农户”的模式大力发展蚕桑
产业，通过推广新品种、新技术、
新装备等措施，达到一年五至七
批次养殖，实现了从传统单一产
业向多元化、集群化发展跨越，带
动了当地1.67万户蚕农走上种桑
养蚕致富路，有效促进农民增收，
助力乡村振兴。

通讯员 王先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