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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毕业生档案是反映个人政治面貌、学习经历和工作经历
的历史记录材料。档案怎么转、谁来管、怎么用？针对高校毕业生
普遍关心的问题，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司
负责同志进行了解答。

问：档案有什么作用？

答：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
形成的人事档案，是相关部门机构开展人事管理和服务的重要依据。办理
职称评审、报考公务员、参加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入党政审、养老待遇核准等
事项，都需要用到档案中的相关材料。高校毕业生一定要重视，并按照有关
规定做好档案转递。

问：毕业后，档案转到哪里？

答：如果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或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
就业单位或定向单位。

到非公单位就业、灵活就业以及自主创业的，转递到就业创业地或户籍地公
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在超大城市就业的，具体政策要咨询当地人社部门。

暂未就业的，可以根据本人意愿转递到户籍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
或按规定在高校保留两年。

问：谁能保管高校毕业生档案？

答：非公单位就业和暂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档案，可以保管在档案管理
服务机构，包括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
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

问：档案是如何转递的？可以由高校毕业生本人转递吗？

答：档案是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的。
毕业生离校前，高校首先按规定整理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奖

惩记录等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然后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去
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内容，填写《高等学校毕业生档案
转递单》后，将档案和转递单一并通过机要通信或邮政特快专递渠道寄出。

问：高校毕业生如何找到自己的档案？

答：教育部门已建立高校毕业生去向登记制度，高校按照毕业生填写的
毕业去向登记信息转递档案。毕业生可通过原就读高校相关部门查询档案
转递信息，也可以通过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查询。

问：高校毕业生档案存放是否收费？

答：不收取费用。自2015年 1月 1日起，已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
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

问：档案内的信息有变化，需要更新吗？

答：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依据档案材料提供服务，如相关部门形成新材料
时，应及时进行归档。

对高校毕业生而言，要及时将反映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
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
劳动用工备案等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将
甄别整理后进行归档。

问：如果辞职、再就业，档案存放在哪里？

答：档案在户籍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的，可继续由原机构保管。档
案在就业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的，应及时转递至户籍地，或根据新工作
单位性质，转递至新工作单位或新就业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转档手续可
以在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窗口办理，也可以在相关线上平台办理。

问：如何线上办理档案相关服务？

答：2021年底，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上线，支持
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被上传至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
也可以查询相关存档信息。具体业务可注册登录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
服务平台，在“跨省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专栏进行办理。 （沈童睿）

据《人民日报》

7月 5日，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省人社厅联合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共同印
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管理
工作的通知》，今年 8月 1日正式施行。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是指依法设立的、为

人力资源供给者（劳动者、人才）与需求方（用人、用
工单位）相互选择提供中介服务或者其他相关服务
的经营性组织，是经营性职业介绍服务机构和经营
性人才中介服务机构的统称。

《通知》聚焦服务机构管理权限、经营范围及准
入管理、行政许可申请、人力资源服务备案、重要事
项变更、行为规范、机构培育、监督管理、其他事宜
等 9个方面，进一步创新思路举措，加大改革力度，
降低准入门槛，减少申报材料，简化工作流程，压缩
办理时限，规范日常管理。

比如，在人力资源服务行政许可方面，压缩了
申报材料和申报流程，取消了 90平方米经营场所和
3名持证人员限制，增加了告知承诺制申领方式，明
确了许可证遗失或损毁后补证程序，同时完善了审
批与监管的衔接链条。在人力资源服务备案方面，
全省规范了备案材料及流程，统一了备案凭证，压
缩了办理时限。

（武佳）
据《山西晚报》

为完善就业援助动态管理机制，促进就业困难
人员及时就业，省人社厅组织起草了《就业困难人
员认定管理办法》。近日，该办法通过省政府办公
厅正式印发，2024年 7月 1日起正式实施，有效期 5
年。

本办法所称就业困难人员是指因身体状况、技
能水平、家庭因素、失去土地等原因难以实现就业，
以及连续失业一定时间仍未能实现就业的人员。

具体来说，凡具有本省户籍、法定劳动年龄内、
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登记失业人员，符合下列
情形之一的，可申请认定就业困难人员：

大龄失业人员：女性年满 40周岁、男性年满 50
周岁，国有、集体企业失业人员或参加城镇职工社
会保险且缴纳失业保险满 6个月的；

低保人员：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且登记
失业 1年以上的；

残疾失业人员：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
证》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且登记失业
1年以上的；

城镇零就业家庭成员：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
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家庭成员均处于登记失业
状态。每个零就业家庭只限 1人申请认定；

被征地农民：因政府统一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而
导致失去全部土地且登记失业 1年以上的；

就业困难的退役军人：退出现役且登记失业 1
年以上的；

长期失业人员：最近一次办理失业登记后连续
失业 2年以上的；

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具有全日制专科（高职）
及以上学历，毕业 1 年后未就业且登记失业 1 年以
上的、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农村脱
贫家庭（含防返贫监测对象）的、残疾人；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就业困难人员。
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由本人提出申请，经社区居

委会（村委会）核查信息，街道（乡镇）公共就业服务
机构复核，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
确认。各级人民政府将采取税费减免、贷款贴息、
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等办法，通过公益性岗位
安置等途径，对就业困难人员实行优先扶持和重点
帮助。

我省要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监督
检查，建立日常监管和曝光制度，对弄虚作假、骗取
就业困难人员资格和就业援助补贴资金的，应及时
注销就业困难人员资格，停止享受就业援助政策，
依法追缴骗取的补贴资金。对涉嫌犯罪的，移送有
关部门处理。

（武佳）
据《山西晚报》

毕业生档案
怎么转递和存放

我省印发《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办法（试行）》

助力精准救助
7月26日开始实施

为规范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的认定工作，完善
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近日，山西省民政厅印
发了《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办法（试行）》，该办
法将于 2024年 7月 26日开始实施，有效期为两年。

办法适用对象包括山西省户籍居民及持有
山西省居住证的人员，他们在申请刚性支出困难
家庭认定时需遵循分级负责、属地管理、高效协
同、便民利民、精准认定、动态管理及客观公正、
公开透明的原则。县级以上地方政府的民政部
门负责统筹工作，县级民政部门负责审核确认，
乡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则负责申请受理与初审，
村（居）委会则提供相应协助。

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的认定条件包括未被纳
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或低保边缘
家庭范畴，家庭人均收入低于上一年度本地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医疗、教育、残疾康复等必要支
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不低于 60%，且家庭财产
状况符合地方规定。具体的刚性支出如医疗、教
育费用等，均依据实际发生额减去保险赔付和其
他补助后计算。

认定过程中，家庭成员、财产及收入的范围
参考《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审核确认办法》。财产
认定标准会适当放宽，具体由各地民政部门设
定。对于复杂的家庭困难情况，可通过“一事一
议”处理。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资格有效期为一
年，到期需重新申请。

申请程序方面，由家庭成员向相关部门提交
书面申请及相关证明材料。乡镇或街道办事处
负责材料审核、家庭经济状况调查，并提出初审
意见。县级民政部门据此做出最终审核确认，符
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书面通知，并享受相应的救
助或帮扶。

民政部门将利用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平台
对这类家庭进行常态监测，并接受社会监督。对
工作人员的失职行为将依法追责，同时也保护那
些尽职尽责但偶有失误的工作人员免于不当问
责。各市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并报省
民政厅备案。已经下放社会救助审核权至乡镇
一级的地区，由乡镇直接负责认定工作。

（杨洲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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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起，我省就业困难人员这样认定

省人社厅等三部门联合发文

优化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