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好援企稳岗工作的通知

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稳就业是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的关键支撑。根据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积极应对疫情冲击，服务企业用工保障，现就加大援企稳岗

力度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实施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将阶段性缓缴养老、失业、工伤保险费政策，由餐饮、零售、

旅游、民航、公路水路铁路运输 5个特困行业扩大到受疫情影响经营困难的所有中小微企业、个体工

商户。其中，养老保险费缓缴期限 3个月，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费缓缴期限不超过 1年，缓缴期间

免收滞纳金。

二、延续阶段性降费率政策。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工伤保险费率政策 1年，执行期限

至 2023年 4月 30日。

三、继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参保企业上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不高于上年度全国城镇调查失

业率控制目标，30人（含）以下的参保企业裁员率不高于参保职工总数 20%的，可以申请失业保险

稳岗返还。大型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30%返还，中小微企业返

还比例从 60%最高提至 90%。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

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实施上述稳岗返还政策的统筹地区，上年度失业保险基金滚存

结余备付期限应在 1年以上。上述政策执行期限至 2022年 12月 31日。加强大数据信息比对，筛查

符合条件的企业，全面推行“免申即享”经办模式。



四、启用就业风险储备金。经当地党委政府同意，对符合规定情形的，使用就业风险储备金，按规定

支持生产经营暂时困难、存在规模性失业风险企业稳定就业岗位，对主动接收吸纳登记失业人员且稳

定就业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五、加大创业担保贷款支持。对受疫情影响、还款困难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引导推动合作银行

适当放宽还款限期，通过续贷、展期等市场化方式帮助企业做好资金接续。支持山东省促进就业创业

贷款担保中心、有条件的市，开展“见贷即保”业务，或推出抗疫创业担保贷、复工复产创业担保贷等

特色业务，适度提高贷款额度，持续放大担保基金倍数。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住宿餐饮、批发零售、

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行业小微企业，开通创业担保贷款“绿色通道”。严格落实对 10万元及以下的

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免除反担保要求。创新“创贷+商贷”、信用贷款等工作模式，采取专人对接、主动

上门、全程代办等措施，提高审批效率和服务水平。

六、精准落实就业创业补贴。对吸纳就业困难人员、毕业年度和离校 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的企业，

按照“先缴后补”方式，按规定对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企业承担部分给予补贴；补贴频次按年度发放的，

调整为按季度或按月发放。支持新登记市场主体，用足用好一次性创业补贴、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

贴。实施十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对吸纳见习的企业给予就业见习补贴。对见习期未满与见习人

员签订劳动合同的，给予见习单位剩余期限见习补贴，执行期限至 2022年 12月 31日。

七、支持企业开展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对受困企业特别是因疫情影响停产歇业企业，通过组织小规模

线下培训、线上学习、岗位练兵等方式，开展“无接触式”职业技能培训，提升技能水平，稳定职工队

伍，并按规定落实职业培训补贴政策。上年度失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备付期限在 2年以上的统筹地区，

可对因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暂时无法正常生产经营的中小微企业发放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支持企

业组织职工以工代训。



八、支持企业间用工余缺调剂。充分利用共享用工信息对接平台，免费为用工余缺的企业发布供求信

息，支持受疫情影响停工停业企业，就地就近向用工紧缺企业输送富余员工。对开展共享用工的企业，

免费提供劳动用工法律政策咨询服务，指导及时签订合作协议，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九、加强企业用工指导。引导企业和员工正确面对疫情影响，企业可与职工协商弹性工作制稳岗。支

持因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企业与职工协商采取调整薪酬、轮岗轮休、缩短工时、居家办公等

方式，稳定劳动关系和工作岗位。鼓励开工不足的企业允许职工兼职兼业、自主创业。同时，要指导

企业依法依规妥善处理特殊时期劳动关系，规范用工行为，通过协商方式解决矛盾纠纷。

十、促进职工复工返岗。聚焦“十强产业”“十大扩需求”“十大创新”重大项目、产业链供应链重点企业、

交通物流企业、关键基础设施以及本地重点骨干企业，充分发挥用工服务专员作用，深入企业“一企

一策”做好职工复工返岗工作。对成规模、成批次异地返岗人员，在符合疫情防控要求前提下，积极

协调开行专车提供“点对点”通行保障。

十一、保障企业用工需求。以县（市、区）为主体，设立公布用工保障服务电话、电子邮箱等，对企

业用工需求“接单即办”、快速响应。发挥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作用，加密线

上招聘活动，推广运用直播带岗、远程面试等新型招聘对接模式，提升招聘效果。实现社会面“动态

清零”的地方，在落实好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基础上，有序恢复线下招聘，针对性举办小规模、定制化

招聘会。轮动开展民营企业招聘月、百日千万网络招聘专项行动、“就选山东”省级高校毕业生校园招

聘等活动。

十二、组织技工院校学生实习实训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指导技工院校把学生实习实训与企业复工复产

结合起来，统筹安排应届毕业生顶岗实习和在校学生跟岗实训计划，通过工学交替、顶岗实习等方式

满足企业用工需求。2022年根据统一安排参与企业复工复产 2个月以上的学生，视同完成正常教学

计划规定的顶岗实习任务；对带队教师每满一个月，视同完成《山东省技工院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资

格评价标准条件》规定的 1期带领学生到企事业单位实习实训、社会实践任务；对表现突出的教师，



在 2022年度职称评审、职务晋升、评优评先等方面，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在协助支持企业复工复

产的同时，各技工院校要与企业制定具体安全保护措施，合理安排学生实习时间地点和工作生活环境，

切实落实疫情防护措施。

十三、优化涉企事项服务办理。推进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社保登记、就业创业和人才补贴申领

等涉企服务事项“一次办好”“全程网办”，实现更多涉企事项即时办结、免申即办。推出更多“无证明”

事项，减证便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主动识别政策对象，推行“政策找企”、资金直达，

提升市场主体政策获得感、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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