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10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ｌｌ@126.com│校对 黄巍│美术编辑王巍│本版编辑 白莹│２０20年 1月 6日·星期一专题

□本报记者 张晶/文 邰怡明/插图

336600万万在在京京农农民民工工获获得得感感不不断断增增强强
北京是外来农民工输入大市， 农民

工是本市经济建设、 社会发展的重要力
量，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为首都高质
量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近年来， 本市
通过推进制度建设、 政策落实、 机制创
新等举措， 在促进农民工稳定就业、 维
护和保障合法权益、 推动农民工融入社
会等方面取得了新成效， 360余万名外来
农民工的获得感持续增强。

助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

据市人力社保局所做外来农
民工就业状况调查显示， 2016年
以来， 本市外来农民工数量呈逐
年下降趋势， 但就业形势稳中向
好， 就业质量不断提升。

记者从市人力社保局了解
到， 目前， 市级有农民工工作联
席会议， 各区也均成立农民工工
作协调机构， 做到了人、 财、 物
三到位。 同时， 制定了 《北京市
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
工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 将农
民工工作纳入各级政府目标考核
内容， 强力推进工作落实。 全市
形成了市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牵
头抓总 、 成员单位各司其职 ，
市、 区、 街 （乡镇） 三级整体联
动， 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良好工
作机制。

全市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为农民工开辟绿色求职通道， 设
立农民工就业服务窗口， 免费为
农民工提供 “一站式 ” 就业服
务 。 组织开展 “春风行动 ” 等
专项活动， 每年举办招聘会近千
场， 提供就业岗位近50万个。

同时， 还印发了 《北京市职
业 技 能 提 升 行 动 实 施 方 案
（2019-2021年）》 《关于进一步
完善城乡劳动者职业培训补贴政
策的通知》 《关于支持企业开展
新招用人员岗位适应性培训工作
的通知》， 将养老护理、 医疗陪
护、 托幼、 安保、 家政服务、 快
递等外来务工人员从业较多的领
域纳入技能提升行动， 调整完善
补贴工种目录， 启动企业新招用
人员岗位适应性培训补贴申报工
作。 2019年， 培训新录用农民工
4.21万人 ， 养老护理 、 医疗陪
护、 托幼、 安保、 家政服务、 快
递等人员2.22万人。

记者了解到， 2016年和2019
年分别举办了京津冀、 京冀家庭
服务业养老护理员 、 家政服务
员、 育婴员职业技能大赛。 经过
层层选拔以及初赛 、 复赛 、 集
训、 决赛、 表彰等流程， 掀起了
全 市 家 政 服 务 行 业 技 能 提 升
的 高 潮 ， 助推了家政行业服务
水平提升。

此外， 2019年， 本市还在线
上为对口帮扶地区 “点对点” 推
送就业信息4万条， 在百姓就业
专刊发布就业岗位5000余个， 举
办招聘会199场 ， 提供岗位24.5
万个， 建立实训基地123家， 积

极有效帮助贫困地区劳动力就业
脱贫。

综合施策维护农民工权益

记者从市人力社保局了解
到， 近年来， 通过大力推广劳动
合同制度， 推进集体合同制度攻
坚计划， 加强对企业实行劳动合
同制度的监督和分类指导， 使企
业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了
90%以上， 2019年底更是达到了
97.8%。

本市通过逐年调整企业最低
工资标准， 制定和发布企业工资
指导线、行业工资指导线、劳动力
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和行业人工成
本，以及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引导企业合理确定工资增长幅
度，确保农民工工资合理增长。

同时， 本市将农民工纳入本
市社会保险覆盖范围， 使农民工
享受到与本市城镇职工同等社保
待遇。 目前， 农民工参保缴费人
数逐年上升 ， 截至 2019年 11月
底， 外来农民工参加职工养老、
失业、 工伤、 医疗、 生育保险交
费人数分别为345万 、 344.4万 、
347万、 346.5万和296万人。

此外， 本市还成立了根治欠
薪工作领导小组， 将根治欠薪工
作纳入对区级政府年度绩效考核
内容。 印发 《北京市政府办公厅
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
题的实施意见》 《北京市根治农
民工欠薪2019行动计划》 《北京
市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
工作管理办法》 《〈拖欠农民工
工资 “黑名单” 管理暂行办法〉
实施细则》 《工程建设领域农民

工工资支付不良信用信息管理办
法》， 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 加
大欠薪惩戒力度。 开发线上劳动
维权投诉举报平台， 为农民工提
供维权便利。 实行银行保函方式
取代现金存缴， 降低企业成本。
通过综合施策， 拖欠农民工工资
问题得到基本遏制。

暖心关爱送到农民工身边

近年来， 本市不断加强农民
工卫生计生服务， 使他们与本市
市民享受同等待遇， 并将符合条
件的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范围，
由市、区结合统筹解决，同时，把
农民工基本文体生活纳入首都公
共文化、体育服务体系，实施平等
保障。目前，符合条件的农民工随
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入学率已达
到100%，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农民
工随迁子女达到90%以上。

据了解， 本市每年都会组织
优秀农民工进行体检、疗养活动，
在元旦、春节前，还会走访慰问农
民工较多的企业和困难农民工家
庭， 发放慰问品及救助金。 2019
年，累计走访慰问企业27家，困难
农民工家庭3686户， 发放慰问品
248余万元，救助农民工909人，支
付救助金189余万元。

每年春节前还会组织开展
“农民工平安返乡” 活动， 帮助
农民工购买车票或组织专车保障
农民工回乡过年。 2015以来， 先
后选树北京市农民工劳模182人，
全国农民工劳模31人， 全国优秀
农民工35人。 依据本人意愿， 为
35名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优秀农
民工办理了在京落户手续。 2019

年， 参加京津冀寻找河北籍最美
农民工活动， 本市推选并获评河
北籍最美农民工7人。

稳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收官之年， 本市将进一步推进
以促进农民工就业、 维护农民工
劳动合法权益、 保障农民工平等
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和农民工
社会融合等为重点的农民工市民
化进程， 切实让农民工在共建共
治社会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

2020年， 本市将继续稳定农
民工就业， 做好农民工就业情况
监测和分析研判， 有针对性地提
供就业服务。紧密结合新产业、新
业态、新模式用工需求，充分开发
适合农民工的就业岗位。 大力发
展服务业特别是家庭服务业和中
小微企业， 实现稳定农民工就业
和满足市民生活需求的良性互
动。全面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广泛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
全力推进就业扶贫， 提高劳务组
织化程度， 促进对口帮扶地区贫
困劳动力来京就业实现脱贫。

坚持打赢根治欠薪攻坚战，
加强对新形势、 新业态劳动维权
工作的研究 ， 不断更新执法理
念， 探索创新包容审慎的执法监
管方式。 开展区级政府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 严格落实
属地监管责任 。 加大拖欠工资
“黑名单”、 工程建设领域不良信
息管理工作力度， 实施失信联合
惩戒。

同时， 大力推进农民工社会
融合， 推进农民工享受城镇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 在农民工卫生
计生服务、 住房保障及随迁子女
接受义务教育等方面加大服务供
给， 不断满足农民工需求。 进一
步加强党建和团建工作， 充分发
挥党团的先锋模范作用。 引导农
民工加入工会组织， 让更多农民
工参与企业管理。 鼓励农民工参
与社区管理 ， 充分发挥民主权
利。 关心关爱农民工， 开展优秀
农民工体检疗养和节日慰问活
动； 开展优秀农民工评选表彰，
树立农民工先进典型。

开展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
研究， 针对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在
新业态就业面临的对传统劳动关
系的冲击、 新工匠成长对创新技
能提出的要求、 新 “农人” 创业
存在的障碍， 开展新生代农民工
就业创业政策研究， 规范新业态
劳动用工模式， 制定新业态劳动
用工管理政策， 规范企业用工行
为， 有效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合法
权益 。 不断完善新工匠培育机
制， 壮大农民工技能人才队伍，
优化新 “农人” 返乡创业环境，
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此外， 本市将进一步做好就
业扶贫劳务协作工作， 通过编印
《就业扶贫三十问答》 宣传手册，
发行 《百姓就业·扶贫专刊》， 举
办人社扶贫专题培训班等， 提高
扶贫工作的精准性和实效性。 同
时， 进一步促进家政服务提质扩
容， 加强员工制政策研究， 开展
家政服务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组
织家政服务师资培训， 在河北、
内蒙等地建立家政服务输入基
地， 实现家政服务员有序流入和
可追溯。

■外来农民工就业质量不断提升
■全市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形成

■技能提升行动促进服务业水平提高
■将农民工纳入本市社保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