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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3 日，记者从省商务厅和省市场监
管局获悉，为统筹推进全省餐饮行业有序复
工营业，省商务厅和省市场监管局联合出台
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山西省餐饮行业有序
复工营业工作指南》（以下简称《工作指南》），
指导全省餐饮服务单位做好餐饮行业复工营
业工作。

《工作指南》明确，严格实施分区分级防
控。在低风险区，允许餐饮服务单位提供正
常的餐饮服务，暂停包括婚、丧、嫁、生、寿和
农村自办宴席等大型聚集性用餐。严禁餐饮
单位圈养、宰杀、制售野生动物及制品、活体
畜禽类动物；在中风险区，允许有限制地提供
堂食服务，堂食大厅开放 50%的接待量，每张
桌之间距离保持 2 米以上。每个包房（包厢）
就餐只开一桌，每桌人数不得超过标准人数
的一半。对共同就餐人员，餐饮服务单位至
少记录其中一名客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在

高风险区，暂停聚集性用餐和餐饮经营单位
提供堂食服务，允许全省餐饮服务单位开展
外卖、外送、外带业务，提供无接触式配送服
务。

同时，严格落实复工营业条件。各类餐
饮服务单位具备建立防控机制、加强员工排
查、落实防护物资、加强场所管理、确保食品
安全、加强宣传教育、严格安全管理等条件
的，应有序推动复工营业。

餐饮服务单位要做好经营场所、设施设
备、工作人员的卫生防疫措施，做好场所通风、
环境卫生与消毒、从业人员卫生管理、顾客管理、
卫生间清洁消毒等工作。保持就餐场所内部环
境整洁，餐具、饮具和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
使用前必须洗净、消毒，炊具、用具用后必须洗
净。对于顾客接触多的地方（如走廊、电梯、扶
手、把手、洗手间、厕位等），每天消毒不得少于
6次。

餐饮服务单位严格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加强安全生产管理，确保安全责任、安全
培训、安全投入、安全管理和应急救援到位。
员工人数 10 人（含）以上的餐饮服务单位，复
工营业前落实召开一次专题会议、制定一套
复工复业方案、组织一次全面检查、召开一次
安全教育、召开一次班前会议“五个一”管理
措施；员工人数 10人以下的餐饮服务单位，复
工复业前落实好上述安全生产责任要求。不
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复工复业。

各级商务主管、市场监管部门要严格履
行属地管理责任，依法认真履行各自职能职
责，按照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关于分区分
级防控要求和工作指南，有序推动餐饮服务
单位复工营业。对于复工营业后开展经营的
餐饮服务单位，严格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防止疫情蔓延扩散。 （孟婷）

本版稿件均据《山西日报》

史振中介绍，各市将结合春季农
业生产部署，引导无法外出的贫困劳
动力投入春耕备耕，从事农资运输、农
产品产销等。

此次新政明确对吸纳贫困劳动力
就业的各类农资企业、农业经营主体
参照扶贫车间给予吸纳就业补贴。农
资企业、农业经营主体原来并未纳入
扶贫车间扶持范围。这次拓展扶持对
象目的在于鼓励这类经营主体吸纳更
多贫困劳动力就业。

同时，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扶
贫车间标准，根据招用人数给予吸纳
就业补助、以工代训补贴、社会保险补
贴等，对 2 月-6 月期间赴县以外务工
或在当地扶贫车间、企业稳定就业 6个
月以上的贫困劳动力，按照实际工作
月数，叠加给予每人每月 200元稳岗补
贴。鼓励各地整合财政资金，帮助无
法外出的贫困劳动力通过临时性公益
岗位就业，稳定工资性收入水平。

（高建华）

稳定岗位 帮扶就业 增加收入
——我省支持扶贫就业系列举措解读

近日，省人社厅联合省扶贫办出台系列举措，多管齐下加大
就业扶贫支持力度，推进有组织劳务输出，积极应对疫情影响，确
保贫困劳动力稳岗就业增收。新政推进贫困群众就业含金量很
高。3月17日，记者就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请省人社厅直接参与
政策起草的就业促进处副处长史振中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

今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新冠肺炎疫情又增
加了工作难度，特别是对贫困劳动力通过就业实现增收脱贫造成
较大影响。为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和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提高就业扶贫组织化程度，切实稳住
贫困群众特别是建档立卡人员工资性收入水平，省人社厅会同省
扶贫办联合印发了《关于应对疫情加强就业扶贫促进有组织劳务
输出的通知》，采取针对性措施，帮助贫困劳动力稳就业、促增收。

我省出台餐饮行业有序复工营业工作指南
低风险区允许提供正常餐饮服务，暂停大型聚集性用餐

每个贫困劳动力的年龄、学历如
何？就业失业情况怎样？有何培训就
业意愿？今年 4月起，贫困劳动力这些
帮扶基本信息将进入动态数据管理，
这得益于我省贫困劳动力作为全省劳
动力“建档立卡”工作首批对象正在进
行的数据采集统计，此举将为因人因
户分类精准帮扶提供有力技术保障和
服务支撑。

史振中介绍，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
部署，今年我省将组织开展劳动力“建
档立卡”工作，目的是精准掌握劳动者

的技能水平、就业状况，以及培训就业
意愿等，针对性提供技能培训和就业服
务。目前这项工作已在全省人社部门
部署实施，贫困劳动力作为首批对象，
优先统计核实，优先提供服务。作为劳
动者个人，也可主动到各级公共就业服
务机构进行登记，主动提供相关信息，
并接受各项服务。3月底，各地将全面
完成本地贫困劳动力个人基本信息、就
业失业情况、培训就业意愿等数据的采
集核实工作，通过对劳动力信息分类汇
总梳理，针对性做好培训和就业服务。

今年我省成立人社部门牵头，
交通、公安、卫健、铁路等部门参与
的农民工返岗复工“点对点”工作机
制，帮助农村劳动力实现从家门到
企业的“点对点”输送，助力他们尽
快返岗复工。截至 3月 16日，全省
共组织专车（厢、机）1537 次，帮助
33590名农民工返岗复工。史振中
介绍，对外出务工的贫困劳动力，可
根据外出务工地点、交通费用等因

素，给予不超过 800元的一次性交
通补助，具体由各县（市、区）人社部
门和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落实。

同时，我省鼓励各经营性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职业培训机构、劳务
经纪人等市场主体开展有组织劳务
输出，对今年 2月到 6月底之前免费

推荐劳动者在县内、省内、省外成功
就业且与用人单位签订（县内半年
以上，县外省内和省外 1年以上）劳
动合同的，按照每人 500元、800元、
1000元的标准，根据实现就业人数
给予职业介绍补贴。各级人社部门
负责工作指导监督和政策落实。

今年全省人社部门全力打造
“就业服务不打烊、网上招聘不停
歇”的全天候服务模式，并且与“智
联招聘”开展业务合作，开通了网
络招聘平台，各级公共就业人才服
务机构同步开展线上招聘活动。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我省组织开展
的“线上春风行动”，共组织 2.9 万
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 66.4 万个。
网上投递简历 23.5万人次，目前已
有 6.2万人次达成就业意向。

对不熟悉、不习惯上网的贫困
劳动力，省人社厅要求基层人社部
门组织专人通过电话联系等方式
了解意愿和需求，提供精准服务。
阳城县人社局干部职工通过电话、
微信等方式，共回访易地搬迁贫困
户 957户劳动力 1268人，有就业需
求的 139人，有培训需求的 87人，推
荐就业岗位 61个，通过微信公众号
网络平台自主对接岗位 32个。

同时，依托“中国职业培训在

线”“就业创业和职业培训在线平
台”“新职业在线学习平台”“中国
国家人事人才培训网”“学习强国”

“民生山西手机 App”等平台以及
钉钉、腾讯课堂、微信群等媒介开
展线上培训。疫情防控期间，参加
完寿阳县 2020 年首期线上创业培
训班，46岁的胡慧琴感慨地说：“通
过 10 天学习，我们对创业有了更
专业的认识，对电商、抖音、快手等
平台，对国家扶持政策有了深入的
了解。这是艰难的时候，也是考验
智慧和毅力的时候，我们要坚定信
心，携手共渡难关。”

动态数据为精准帮扶提供保障

外出务工有交通补助

线上就业服务和培训有平台

我省要求，使用财政资金开展的
各类建设项目，如重大项目建设、以工
代赈、生态扶贫、光伏扶贫等财政投入
项目，应优先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充
分挖掘当地就业潜力。

3月 8日，榆社县东汇扶贫产业园举
行现场招聘会，优先选聘贫困劳动力和
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人员。史振中介

绍，我省对扶贫车间、小微企业吸纳劳动
力有补助政策。今年 2月以前，扶贫车
间、小微企业新吸纳劳动力且稳定就业
半年以上的，根据吸纳就业人数，按照
贫困劳动力每人 1200 元、一般劳动力
每人 1000元的标准给予企业一次性吸
纳就业补助。疫情防控特殊时期，2月到
6月底吸纳的，人均标准提高到1500元。

吸纳劳动力就业有补助

支持就地就近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