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多精彩内容
请下载首页新闻客户端

2024年1月31日
星期三
农历癸卯年十二月廿一
总第6311期
今日8版
国内统一刊号：CN37-0107

记 录 时 代 价 值

■主管主办单位：青岛出版集团 ■出版单位：青岛财经日报社 地址：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印刷单位：中闻集团青岛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青岛市李沧区合川路56号 ■邮政编码：266061 ■邮发代号：23-232
■ 鲁 广 发 登 字 3702004003号 ■ 广 告 热 线 ：68068587 ■ 公 告 热 线 ：83861285 ■ 发 行 质 量 监 督 电 话 ：83862661 ■ 发 行 服 务 电 话 ：85847969 ■ 零 售 价 ：1.6元

值班总编：高向军
首席编辑：李旭超

值班主任：郝宗耀
校 对：刘 璇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中伦文德（青岛）律师事务所李维岳、马伟中、王文贵律师；山东照岳律师事务所刘均、傅强、高峰律师 青岛财经网：www.qdcaijing.com

稳：青岛城镇新增就业稳居全省首位

就业，一头连着经济运行，一头连着民生保
障。就业稳则大局稳。稳住就业这个基本，居民就
有了收入，就有能力消费，经济社会大盘就有了稳
定基石。就业优先，是兜底线、稳大局的关键之举。

“就业是经济的晴雨表。当前我国经济受到
供需冲击、国内外环境变化、产业结构调整等多重
挑战，此外受三年疫情影响，再加上我国高校毕业
生规模不断增大，都进一步加大了就业压力。”青岛
市政协委员、青岛市委党校管理学教研部副主任李
光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面对压力，2023年青岛
市在稳就业工作中交出了一份可喜的答卷，全市实
现城镇新增就业36.8万人，总量居全省首位；其中
失业人员再就业10.75万人，反映出青岛市大力开
展技能培训提升就业技能的突出成效。此外，在全
市新创设公益性岗位5.05万个，全市就业困难人
员实现就业1.59万人，居全省首位，成绩斐然。

记者了解到，2023年青岛人社部门落实顶层
设计推动实践探索，扛牢山东半岛经济龙头城市
稳就业政治责任，以落实“走在前、开新局”、打造
龙头城市的部署要求为引领，探索出一条建设高
质量充分就业城市的新路径。

首先，在落实新一轮稳就业政策上求突破。
青岛市政府印发“一稳三促”行动方案，出台优化
调整稳就业政策措施的通知，开展重点企业用工
保障专项行动，巩固拓展经济向好势头。其次，
在促进重点群体就业上求突破。实施毕业生

“百日冲刺”“扬帆起航”专项行动，组织农民工
就业创业“五大行动”，实施“一人一档销号式”

失业人员再就业攻坚行动。第三，在促进创业
带动就业上求突破。实施“创在青岛十大推进
行动”，深化创业城市“赋能中心”建设，优化“创
业一件事”平台，创新打造区域创业特色品牌，
创业密度居15个副省级城市第三位。

进：充分就业体现“量”“质”齐升

2024年青岛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促
进就业创业，加强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
等重点群体服务保障，完善促进充分就业举措，
城镇新增就业35万人以上，实施‘社区微业’行
动，新设城乡公益性岗位1.65万个。”

2024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的安排，既有对
“量”的要求，更彰显对“质”的追求。

“青岛市正在加速建设现代产业先行城市，
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然创造
新型劳动力需求。因此，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与实现就业的供需匹配，是今后政府部门的重点
工作。”为此，李光全提出了三点建议，首先高校
专业设置、学科建设与产业发展密切贴合，有效
解决产业发展和就业岗位问题，实现人才和产业
的协同发展和良性循环；其次，要超前关注新兴
产业、未来产业的人才引进和岗位储备，比如芯
屏终端、集成电路等产业发展，做好产业、人才引
进、职业教育和技能教育的同步规划，让已就业
劳动者适应技术进步和新的生产组织形式，新成
长劳动力抓住技术革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所创
造的新就业机会，使创造就业机会与技术进步、
产业升级相结合、相协调；第三，服务业、制造业

作为就业大户，不同产业板块都分为劳动密集型
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不仅需要普通劳动者，也需
要高层次人才和高技能人才，这就需要根据市场
发展统筹考虑人才“质”和“量”供需动态平衡问
题，在就业结构内部实现协调发展。通过统筹教
育、超前规划、动态平衡等多方施策，助推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同时，持续强化就业扩量提质。

新年伊始，青岛市公布的2024年588个市级
重点项目中共包含产业项目类457个、社会民生
类项目56个、基础设施类项目75个，产业类项目
占比近八成。这些令人振奋的大项目，既是就业

“助推器”“蓄水池”，更是就业质量的“试金石”。
如何更好实现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匹配、劳

动者技能与实体经济发展联动，如何健全产业结
构变迁中的失业风险监测预警和劳动力协同适
配机制，更好为宏观决策提供支撑，迫切需要进
一步深化拓展升级促进就业工作的载体、抓手和
措施。其中，人力资源服务业的作用举足轻重。

“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人才往
往是制约因素，如何实现专业化的人力资源服务
共享化，助推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是当前面临的
突出问题。”青岛市政协委员、山东人才集团海智
泰达人力资源公司总经理岳建民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青岛市应积极发挥国际级人力资源服务
产业园和国家人力资源服务出口基地的平台优
势和作用，为广大企业提供优质服务，同时应加
强从业人员专项培训，提升专业服务水平；搭建
人力资源服务共享平台，共享先进理论、实战经
验、技术和服务。此外，他建议发放人力资源服
务消费券，激发民营经济活力。 （下转A2版）

“三业”联动协同发力
探索就业“青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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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
工程，这些群众牵肠挂肚的问题也是2024青岛
两会上代表和委员们的热议话题。

2024年青岛市政府工作报告多次点题就
业创业，“城镇新增就业35万人以上，扶持创业
3万人以上”，不仅为政府相关部门指明了方
向，也让老百姓吃下了“定心丸”。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
中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
指出，“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
高质量发展，必须将促进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
展的优先位置、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
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推动形
成高质量发展与就业扩容提质互促共进的良性
循环。

面对2024年就业总量压力，如何促进高质量
充分就业？代表委员积极建言献策，大家表示，要
建立产业、创业、就业“三业”联动协同体系，“三足
鼎立”才能让高质量充分就业行稳致远。

夯实民生之基，稳固民生之本。1月29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赵豪志在青岛市第十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代表青岛市政府向
大会报告工作。市政府工作报告将“不断增进
民生福祉，在提高群众生活品质上奋力争先”作
为青岛市2024年要做的十方面重点工作之一，
具体包括：大力促进就业创业，加快建设教育强
市，加快建设健康青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
高社会治理水平，筑牢安全发展底线等。涉及
就业创业、教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安全稳定
等方方面面。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是党的初心使命的必然要求，事关国家安全与
社会和谐稳定，事关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〇二四年新年贺词中
指出，“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
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孩子的抚养教
育，年轻人的就业成才，老年人的就医养老，是
家事也是国事，大家要共同努力，把这些事办
好。”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蕴含着浓浓的
民生情怀。

青岛市委、市政府始终牢记与践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殷殷嘱托，把保
障和改善民生置于突出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1月22日，青岛市委书记曾赞荣参加省十
四届人大二次会议青岛代表团审议省政府工
作报告时指出，要不断增创高质量发展新优
势，奋力推动青岛在现代化强省建设中打头
阵、当先锋。要在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上增创新
优势，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抓好城市规划建设，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
事，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

答好民生考卷，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人民群众有所呼，党和政府有所
应。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
去。正是一件件“丝发”小事，绘就了民生幸福
的美好图景。

连续开展了15年的青岛市“三民”活动在
每个岁末都如约而至，青岛市政府各部门向市
民报告、听市民意见、请市民评议，听民意、汇民
智、聚民心，以实际行动接受市民监督、回应市
民关切。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让民生跟着“民声”走，用身边实实在在
的新变化、新气象，交出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2023年，青岛民生保障体系更加健全。连
续40年实施市办实事工程，年度16项实事全面
完成；蝉联“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基本公共服
务持续优化，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文化体育
事业蓬勃发展，社会治理能力不断增强。

2024年，青岛将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在提
高群众生活品质上奋力争先。持续扩大优质
公共服务供给，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今
年，聚焦群众关切，安排了15项市办民生实
事，将一件一件推进落实，努力把好事办好、实
事办实，让民生幸福更加可感可及。

习近平总书记说，“世界上最大的幸福莫过
于为人民幸福而奋斗。”为政之道，以顺民心、厚
民生为本。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站，只有
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是一份永远答不完的民生
考卷。

答好民生考卷
■■本报评论员本报评论员 初志伟初志伟

财经锐评

昨日，青岛市民营经济发展局发布2023年全
市民营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2023年，青岛
市民营经济稳中向好、进中提质，高质量发展态
势持续巩固，展现出更强韧性和更足活力。2023
年，青岛市新登记民营市场主体28.3万户，同比
增长8.8%，占全市新登记市场主体户数的99.3%，
占比居副省级城市第三位。

新登记民企10.5万户

数据显示，2023年，青岛市新登记民营企业
10.5万户，同比增长0.9%，占全市新登记企业户
数的98.1%，占比居副省级城市第三位。截至
2023年末，青岛市实有民营市场主体210.1万户，
同比增长4%，占全市市场主体总量的98.4%。

从创业密度看，截至2023年末，青岛市每万
人拥有民营市场主体2032户，位于西安、深圳之
后，居副省级城市第三位；每万人拥有民营企业
754户，位于深圳、广州、厦门之后，居副省级城市
第四位。

从注册资本看，2023年，青岛市新增民营经济

注册资本6962.9亿元，占全市新增注册资本的
83.7%。截至2023年末，青岛市实有民营经济注
册资本66261.7亿元，同比增长4.5%，占全市实有
注册资本总量的69.2%。

2023年，青岛市民间投资增长4.5%，高于全
国民间投资增速4.9个百分点，占全市固定资产
投资的比重为58.6%。

民企进出口增长11.9%

2023年，青岛市民营企业进出口6208亿元，
同比增长10.4%，分别高于全国、全省民营企业进
出口增速4.1、6.5个百分点。民营企业进出口占
全市进出口总值的70.9%，高于全国民营企业进
出口占比17.4个百分点。民营企业进出口拉动
全市进出口增长7个百分点。

从贸易结构看，2023年，青岛市民营企业以
一般贸易进出口4385.8亿元，增长11.9%，占民营
企业进出口总值的70.6%；以保税物流方式进出
口1247.4亿元，增长11.4%，占比20.1%；以加工贸
易方式进出口461.9亿元，增长10.7%，占比7.4%。

民企融资达78.44亿元
从上市挂牌情况看，2023年，青岛市新增境

内上市公司2家，均为民营企业。截至目前，青
岛市实有民营境内外上市公司51家，占全市上
市公司比重60%。其中，民营境内主板上市28
家，创业板10家，科创板3家，北交所4家，民营境
外上市公司6家。民营新三板挂牌公司53家，占
全市比重的85.5%。

从直接融资情况看，2023年，青岛市民营企
业通过发行股票和交易所债券融资78.44亿元。
其中，8家民营上市公司通过首发、增发、可转债
融资76.91亿元，5家民营新三板公司通过定向增
发、可转债融资1.53亿元。

去年青岛新登记民营市场主体增8.8%
■■青岛财经日报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首页新闻记者 聂艳林聂艳林

2023年青岛市春季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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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贸促会昨日举行例行新闻
发布会。2023年，全国贸促系统共
签发出境ATA单证册9273份，同
比增长191.97%。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2023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
相 关 产 业 企 业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129515亿元，比上年增长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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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副会长
陈学森昨日表示，2023年，我国十
种常用有色金属产量为7469.8万
吨，首次突破7000万吨，按可比口径
计算比上年增长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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