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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卫市级 2021 年度就业补助资金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编报说明

2021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自治区财政厅的

关心帮助下，我市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统筹推进常态化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就业局势呈现出稳中加固、稳中有进的

态势。主要实施了稳岗返还、职业技能提升、就业困难人员社保

补贴等稳就业保民生就业行动，统筹做好下岗失业人员、高校毕

业生、农村劳动力、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就业结构更

加优化、就业质量显著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持续提升。现将 2021

年度就业补助资金及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就业补助资金收支决算情况

2021年，市级就业资金收入 7464.62万元，其中，自治区下

达专项资金 7452万元，市级安排补助资金 12.62万元，收入比上

年减少 1268.06万元；就业资金支出 7487.69万元，比上年减少

1301.18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18.65万元。收支较上年双下降，主

要是 2021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调整中卫市就业困难人

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范围的通知》文件，进一步明确了领取

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补贴的范围，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资金支出

减少 2000万左右。享受就业扶持政策的人数为 41107人，其中：

享受职业技能培训 13647人，享受社会保险补贴 3699人，享受公

益性岗位补助 1440人，享受创业补贴 556人，享受职业技能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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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 21885人。

二、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收支决算情况

2021年，市级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收入 1550.81万元，比

上年减少 460.19万元，主要是自治区下达的培训任务减少，职业

技能提升行动资金减少。本年支出 1858.67万元，其中，企业职

工培训支出 615.29万元，免费职业技能培训支出 760.69万元，以

工代训支出 244.60万元，鉴定等其他支出 238.09万元，滚存结余

19万元。享受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人数 17269人，其中，企业职工

培训 6575人，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培训 5444人，下岗失业人员

培训 1070人，“两后生”培训 34人，以工代训 2242人。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健全就业优先政策与就业公共服务体系。一是强化就

业优先政策。健全财政、产业、投资、社保、就业等政策协同和

传导落实机制，形成有利于促进就业的政策体系。健全促进就业

工作机制，加大就业创业指标考核权重，强化政府促进就业责任。

完善财政投入就业创业工作的稳定增长和兜底保障机制，满足更

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需求，提高就业补助资金服务供给水平。二

是加快以公共服务信息化建设为核心的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岗位

信息公共发布平台，实现就业管理和服务全程信息化。组织开展

公共就业服务系列专项活动，开展公共就业服务示范城市、农村

劳动力转移就业示范县和充分就业社区创建活动，推进就业公共

服务均等化。

（二）加强重点群体就业保障能力。一是强化高校毕业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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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坚持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重中之重，深入实施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促进计划，统筹实施“三支一扶”、青年见习计划及中小

微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等基层服务项目，开发更多适合高校毕业

生的高质量就业岗位，二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优先发展

劳动密集型产业，引导农村劳动力就近就地务工，有劳动能力的

脱贫家庭至少有 1人就业。完善劳务品牌培育政策，打造一批叫

得响的劳务品牌，促进更多农村劳动力实现稳定就业。三是畅通

失业人员救助渠道，健全失业登记、职业介绍、职业培训、生活

保障联动机制。对通过市场渠道难以实现就业的，结合实际情况，

合理开发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三）提升创业带动就业和多渠道灵活就业能力。一是完善

和落实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重

点群体创业政策，鼓励支持多形式创业。组织开展创业创新大赛

和交流指导活动，营造良好的创业创新环境，激发劳动者创业热

情。二是加大创业担保贷款政策的实施力度，稳步做大创业担保

基金，解决城乡劳动者创融资渠道。完善“创业培训+创业补贴+

创业贷款+创业服务”四位一体创业服务模式。重点支持建设一批

返乡入乡创业园、农村创新创业和返乡创业孵化实训基地等，加

强返乡创业重点人员、农村电商人才等培训。三是支持多渠道灵

活就业。鼓励劳动者通过临时性、非全日制季节性、弹性工作等

灵活多样形式就业，实施新就业形态技能提升和就业项目，强化

灵活就业人员就业服务，继续实施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认

定工作，确保符合领取条件的人员领取补贴，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