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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后历来是招聘求职的黄金旺
季。然而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让本该热热闹闹的就业
市场变得异常冷清。各类线下现场招
聘活动暂停了，企业复工复产延迟
了，就连往年火爆的旅游业、住宿和
餐饮业、休闲娱乐业等行业呈现前所
未有的低迷之态。

毫无疑问，疫情给就业市场带来
了冲击，但是“疫情之殇”是短暂
的！市人社部门日前发布的《六安市
2020年第一季度就业失业动态监测
分析报告》显示，随着疫情形势的持
续向好和就业政策措施的多向发力，
就业市场的“回暖”信号已充分显
现，并且疫情还催生了一些新的变
化。

部分行业需求低迷
疫情突发，不可避免地带来市场

招聘需求的下滑。疫情下，尽管人社
部门采取多种策略，一季度全市人力
资源市场供求人数较去年同期依然大
幅减少。数据显示，一季度各类用人
单位需求人数为36203人，求职人数
为 2 3 0 1 5 人 。 需 求 人 数 同 比 减 少
1 0804人，求职人数同比减少583 1

人。
从产业需求人数看，第二产业以

20357人占据需求榜首，第三产业需
求人数为12852人，第二、三产业需
求比重之和超过九成，占据产业需求
的绝大多数；第一产业需求人数为
2994人，需求比重为8 . 27%，需求比
重跌破10%。从行业需求来看，一季
度用人需求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需求
人数为13597人，需求占比超过三分
之一，但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1609

人。与此同时，住宿和餐饮业、批发
和零售业以及农、林、牧、渔业同比
需求呈前所未有的“低迷”之状，减
少人数均在 2 0 0 0 人上下。报告分
析，旅游业、住宿和餐饮业等行业虽

然随着疫情形势的持续好转逐步复
工，但“满血复活”、需求彻底“释
放”尚需时日。

从招聘企业性质来看，一季度，
有限责任公司、私营企业、股份有限
公司三类企业需求最大，需求人数分
别为16427人、9416人和7723人，私
营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需求同比下降
明显，达到4949人、5350人。一季
度个体经营受疫情影响闭门歇业较
多，需求人数环同比均“缩水”。

从各类职业求职看，求职者密集
的职业为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求职
人数达 9 0 0 0 人以上，比重逼近四
成。紧随其后的分别是商业和服务业
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专业技
术人员，求职人数分别为5443人、
4552人、3212人。与2019年第一季
度相比，商业和服务业人员、办事人
员和有关人员两类职业求职变化较
大，分别减少2694人和1685人。

疫情催生新变化
疫情加大了稳就业工作的压力。

疫情发生后，一些企业由于原材料、
销售等方面原因，复产却一时难以达
产，造成企业用工需求降低，尤其是
一些外贸企业和部分经营困难的小微
企业。报告分析，在需求整体下降趋
势下，求职者的选择余地明显收窄，
特别是高校毕业生、贫困劳动者等群
体的就业难度进一步加大。

报告指出，一季度求职者主要包
含本市农村人员和新成长失业青年两
大人员类别，求职人数分别为6976

人、6105人，其中应届高校毕业生
的求职人数占新成长失业青年的比重
达到近四成。这一现象印证了因需求
整体下降，毕业生人岗匹配难度加
大，就业压力增加。同时，疫情导致
目前学校尚未全部开学，家中子女无
人照料或者需要陪同子女上网课的家
长暂时未能实现就业，很多面临着

“增收无门”的困境。
疫情也催生了就业市场的新变

化。疫情发生后，我市采取多项措施
鼓励就近就业，普工等低技能要求、
需求量大的岗位缺口得到了弥补，有
的企业普工应聘人数达到了需求人数
的5倍之多，“普工难求”现象在疫
情期间得到了暂时性缓解；疫情导致
交通出行不便、外地企业复工延迟
等，本地劳动者外出务工意愿降低，
就近就业人数增加。监测的10个行政
村新外出省内就业人数987人，同比
增加75人，环比增加902人，新外出
省内就业增长了8 . 2%。

此外，疫情也推动了我市就业服
务方式的创新。响应疫情防控号召，
疫情发生后，我市人力资源市场线下
招聘全部暂停，现场招聘转为“线
上”进行，主打“e就业”。市县区
人社部门高频次、多渠道发布企业招
聘信息，并创新开展网络直播招聘，
取得了明显成效。疫情期间，全市人
社部门还推出“返岗复工直通车”、
“就业直通车”、“应聘直通车”等
“点到点”送人到岗服务，帮助复产
企业招工、助力劳动者上岗。一季度
全市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 . 6万人，完
成率57%；城镇登记失业率2 . 84%，
稳定低于4 . 5%的年度控制目标。截
至3月底，全市未就业贫困劳动者已
动态清零。

“回暖”信号已现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持续稳定向

好，企业陆续复工复产，人员招聘回
归正轨，就业市场“回暖”信号已充
分 显 现 。 6 0 家 企 业 的 监 测 数 据 显
示，1-3月岗位需求逐月递增，1月需
求1370人，2月份需求1769人，3月
份需求达到3043人。2月份60家监测
企业的招聘比例仅为14 . 5%，而进入
3月，实际招聘比例达到72%。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在当前经济

下行压力受疫情影响进一步增大的背
景下，下一步，市人社部门将多管齐
下推进“稳就业”工作：

一是扎实开展“ 2 + N”主题招
聘。有序恢复线下招聘活动，努力做
好招聘求职相关服务和保障工作。组
织实施“百日千万网络招聘专项行
动”，按照要求分行业、分区域、分
群体组织开展招聘，促进劳动者就
业，缓解企业用工难题。密切跟踪缺
工企业和外出回流人员，努力促成双
方对接。

二是大力开展劳动者职业技能培
训。继续组织开展“百日免费线上技
能培训行动”，优化线上培训平台，
丰富培训内容，免费为劳动者提供实
用的技能提升培训。加强政府引导、
企业主体和技工院校基础作用，落实
各项培训补贴政策，提升劳动者技能
水平，促进高质量就业，服务本地经
济社会发展。

三是突出做好贫困劳动者就业。
健全完善贫困劳动者基本信息、就业
意愿、专业技能、培训意向，分类建
立工作台账，实行动态管理。对临时
性就业转待业人员，实行一人一策，
落实帮扶措施，确保贫困劳动者持续
稳定就业。

四是强化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
密切配合高校，进一步强化毕业生就
业指导，引导毕业生更新就业观念，
抓住当前企业复工亟需各类人才的契
机，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求职方
式，寻觅自己合适的工作，尽快走上
岗位。

五是推进各项稳就业政策落实。
加大就业创业政策的宣传力度，优
化业务办理流程，增强各项政策
落实的时效性，使就业创业各项
扶持政策尽快落地生根。积极
推进“人社服务专员”队伍建
设，努力为企业用工、社会
保障等提供服务。

↑随着疫情形势稳定向好，就业市场逐步“回暖”。

↑“普工难求”暂时性缓解，技术工人仍然很“吃香”。

↑疫情下，本地劳动者外出务工意愿降低。

疫情之下的就业市场：

多多向向发发力力““回回暖暖””信信号号显显现现
张晓芳 本报记者 储勇/文 袁洁/图

4月23日，位于叶集区的科凡智造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内，工人们正抓紧生产订单。
据了解，该企业于2月18日分批复工复产，截至3月产值同比

下降36%，4月已达到去年同期水平，订单量同比上升15%。后
期企业在技改和设备上将计划投入1000万元，以应对市场对
定制家居需求的累计消费集中释放。
连日来，叶集区在做好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与时

间赛跑，把疫情耽误的时间和效益抢回来，及时帮助企
业解决复工遇到的问题，精准有序推动企业恢复生产。
截至目前，全区工业企业和项目已全部复工。

本报记者 袁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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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抢回来

产能提上去

20 19

年 ， 全 市
共完成发明

专 利 申 请
2392件，全市

新 增 发 明 专 利
353件，同比增长

3 8 . 9 8 %，发明专
利有效量达1429件，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2 . 95件 ,提前20个月完

成“十三五”目标。
去年全市新申请商标

12068件，再创历史新高，
注册量8800件，全市商标有

效注册量为32346件，位居全
省第六名，每万户市场主体拥有

商标达1095件。
全市累计地理标志证明商标41

件，全省第一。全市累计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11个，全省第二名。11家企
业获得安徽省商标品牌示范企业称
号。

2019年以来，我市以增强自主
创新能力为核心，大力实施知识产
权战略，扎实推动知识产权领域改
革 ， 着 力 强 化 知 识 产 权 创 造 、 保
护 、 运 用 ， 进 一 步 优 化 了 营 商 环
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劲
的发展动能。

机构改革为创造搭平台

知识产权战略作为推动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不仅需要
市场的良性运行，更需要政府部门
多方施策，搭建起鼓励创新、尊重
知识的平台。为实现我市知识产权
工作最佳整合、快速融合，去年以
来，我市扎实推动知识产权领域改
革，知识产权机构改革顺利推进。
市、县区在新组建的市场监管局统
一加挂市、县区知识产权局牌子，
实现了专利、商标、地理标志等知
识产权的集中统一管理，科学优化
了知识产权组织架构，强化了知识
产权职能作用。全市首家知识产权
运营中心正式挂牌运营。同时，积
极发挥国家知识产权局在我市政务
服务大厅设立商标受理专用窗口的

作用，推进商标注册便利化，助推
商标品牌发展，去年商标受理窗口
共办理商标申报494件，较上年度增
长329 . 95%。

我市将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纳
入县区政府绩效管理目标考核，强
力推动发明专利创新创造和运用促
进，市及各县区分别将知识产权提
升行动纳入营商环境“四个提升行
动”之中。全市先后分两期兑现知
识产权奖励资金 1 774万元。其中，
授权发明专利资助454万元，专利权
质押贷款补贴440万元，国家、市知
识产权优势企业奖励280万元，省专
利奖70万元，企业专利联络员奖励
59万元，弛名商标和地理标志奖励
123万元，市运营中心建设补助50万
元，充分激发了企业申请专利的积
极性和自主创新内生动力。

打假维权为企业护航

去年以来，我市持续加大知识
产权保护力度，扎实开展知识产权
监管执法。制定知识产权随机抽查
事项清单、工作计划和工作指引，
完成知识产权“双随机一公开”监
督抽查，对 16家企业抽查结果全部
予以公示。7月份，开展为期两个月
的霍山石斛专项执法检查，出动执
法人员655人次，检查生产经营单位

605户，检查电商网站21个，下达责
令改正通知书68份，立案查处5起。

扎 实 开 展 知 识 产 权 执 法 “ 铁
拳”行动，去年，全市共办理知识
产权案件 2 6 9件，案值 1 3 0 . 5 9万
元，罚没款107 . 04万元。销毁知识
产权侵权假冒物品14万件，价值20

余万元。建立健全了知识产权保护
项目库，全面完成地理标志产品、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登记普查工作，
建立以六安龙虾、金寨野菊花、金
寨黄精、金寨桑黄、平岗鲜桃、金
安脆桃、霍邱黑猪、霍邱虾田米、
金寨天麻、金寨山核桃、舒城土漆
为 重 点 的 地 理 标 志 保 护 申 报 项 目
库，进一步强化了保护力度。

精准对接推动高效运用

为了全面掌握知识产权底数和
企业现实需求，市市场监管局相关
科 室 积 极 走 访 企 业 ， 通 过 调 研 座
谈、集体会商等形式，帮助企业推
动科技成果转化，切实提高服务的
精度和效果。

针 对 中 小 企 业 发 展 融 资 难 现
状，我市大力推动专利质押融资工
作，促进企业知本向资本转化，让
很多中小企业焕发新的生机。2019

年，我市共办理知识产权质押贷款
63笔，质押金额达到15 . 6亿元，位
居全省前列。兑现财政补贴资金440

万元，充分调动了企业办理质押贷
款的积极性。

同时，通过政府引导和市场主
导相结合，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
务相结合的方式逐步扩大地理标志
专用标志使用，初步实现了使用品
牌化、产业化的目标。全市57个地
理标志，有390家企业使用地理标志
专用标志。全市有34家企业新申报
使 用 六 安 瓜 片 、 临 水 酒 、 霍 山 石
斛、霍山黄大茶地理标志产品专用
标志。六安瓜片、霍山石斛、霍邱
柳编进入欧盟出口地理标志产品第
一批推荐清单。六安瓜片、霍山黄
芽、霍山石斛、舒城小兰花成功跻
身2019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区域品牌
价 值 百 强 榜 ， 分 别 位 列 价 值 榜 第
21、43、47和92位，全省仅有5个入
围，我市入围4个。

好风借力上云天
——— 我市借力知识产权培育增长新动力

本报记者 宋金婷 王婷婷

↑黄少凡 摄于舒城县舒茶镇↑唐兴菊 摄于金寨县铁冲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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