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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护社会保险权益
方面，意见明确，“推动农民
工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
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

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
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
籍限制”“全面落实持居住证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政策”“统一农民工和城镇
职工失业保险参保缴费办
法”“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
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

“打破参保的堵点、难
点，有利于顺应新型用工关系
的需要，也能更好保障广大农
民工权益。”张成刚表示。

3亿农民工将成真正的新市民
10部门发文强保障，在就业、社保、落户、随迁子女入学、住房保障等方面，

为3亿农民工带来一系列新举措

沙县小吃走进台湾
“闽台小吃交流嘉年华”举行，一家台企获得沙县小吃商标在台湾代理权

代替传统酒水
茶饮成婚礼新宠
专家认为，背后是消费升级和

年轻消费群体个性化需求崛起的
双重推动，为婚宴市场注入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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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撤离小区 10年公共收益未公示
业主诉至法院，要求公示公共收益及公共维修金使用情况等；法院认定，

属业主知情权范围，物业须公示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催生的新群体，他们在城乡之间流动，用辛勤付出
改变了个人和家庭的命运，也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服务保障工作的意见》。一项项新部署，将为3亿农
民工就业、社保、落户、随迁子女入学、住房保障等方面带来哪些新变化？

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数据，目前全国农民工
约有 3亿人，其中，外出务
工农民工 1.9 亿人。促进
农民工就业增收，意义重
大。

意见要求，坚持外出
就业和就地就近就业并
重，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工
就业，并提出“扩大养老、
托育、家政等服务业就业
规模”“支持和规范发展新
就业形态，培育壮大劳务
品牌”“广泛开展区域间劳
务协作，扩大有组织劳务
输出规模”等具体举措。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
任李春临表示，随着老龄
化程度逐年递增，要充分

释放出养老、家政、托育、
物流等社会服务领域的就
业潜力。以家政行业为
例，目前我国家政服务业
从业人员约 3000万人，而
实际上市场需求高达5000
万人。

劳务协作和劳务品牌
是多地促进农民工就业的
重要抓手，特别是劳务品
牌带动的就业，工资收入
比一般务工要高不少。

“下一步将继续推动
劳务协作扩规模、提质量，
挖掘更多区域间劳务协作
潜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
来说，同时将利用好政府
和市场两种资源，强化各

项支持政策，抓好劳务品
牌发现培育、发展提升、壮
大升级。

当前，“家门口”就业
成为越来越多农民工的新
选择。意见提出，支持返
乡创业，加强技能提升，稳
定脱贫人口就业。

专家表示，随着各种
职业技能培
训的广泛开
展以及创业
补 贴 、税 费
减免等政策
支 持 ，将 增
强农民工就
业创业的活
力 、有 效 促
进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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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稳定和扩大农民工就业

劳动报酬是劳动者最
直接、最核心的权益，是一
个家庭生活的基本支撑。

意见强调，完善根治
欠薪长效机制，优化运行
全国根治欠薪线索反映平
台，以工程建设等领域为
重点持续开展根治欠薪专
项行动，依法查处欠薪违

法行为。组建农民工工资
争 议 速 裁 庭（或 速 裁 团
队），落实农民工工资争议

“快立、快调、快审、快结”
长效机制。

近年来，以外卖员、主
播、网约车司机等为代表
的平台就业人员的劳动权
益问题备受关注。为此，

意见提出，落实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
权益保障指引、劳动规则
公示指引、劳动者权益维
护服务指南，推动平台劳
动规则公平透明。加强新
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
调解。

“相关指引、指南就劳

动报酬、强度等方面作出
具体规定。随着其落实，
将有利于化解部分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工作时间过
长、规则制定不够公开、收
入标准随意变动等问题。”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新
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
成刚说。

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

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

针对农业转移人口最
关心的教育问题，意见提出，
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

根据意见，各地接下来
需严格落实“两为主、两纳
入、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
的义务教育随迁子女入学
政策，全面清理不必要的证
明材料，优化办理流程；优
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重点
加大人口净流入集中的城
市公办学校学位供给力度，
巩固并稳步提高农民工随
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比

例；推动因地制宜落实符合
条件的随迁子女在流入地
参加升学考试政策。

此外，意见还鼓励有条
件的城市逐步将稳定就业生
活的农民工群体纳入城镇住
房保障政策范围，加大农业
转移人口经济可承受的小户
型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加
大力度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参
加住房公积金制度。

专家表示，一系列举措
将让农民工更快更好融入城
市生活，成为真正的新市民。

进了城、能留
下，一直是许多外
出务工人员的心
愿。意见明确，推

动有意愿的进城农民
工在城镇落户。进一
步放开放宽城镇落户
限制，实行积分落户
政策的城市，要优化
积分落户评分标准，
以稳定就业、稳定居

住为主要依据，降低对学
历、职业技能等方面的要

求，鼓励取消年度名额限
制。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
任郑备表示，将实施新一轮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
聚焦破除1.7亿多进城农民
工及其随迁家属市民化过
程中的堵点卡点，针对大城
市落户难问题，重点加快推
动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以
上城市放开放宽落户条件，
全面设立街道社区公共户
口，完善租房落户政策。

降低对学历
职业技能等方面的要求

提高农民工随迁子女
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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