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稳就业，抓好存量、增量、质量

怎么看待当前就业形势？

先看一组数据。一季度，全国城

镇新增就业 308 万人，同比增加 5 万

人，快于时序进度；而城镇调查失业率

均值则是 5.3%，低于预期控制目标。

一增一减，体现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再看一组对比。福建公布一季度

职业供求状况分析，“快递员”“营销

员”的需求缺口较大；而像“会计专业

人员”等工种，市场登记缺口为负数，

出现“供大于求”。一正一负，折射出

结构性就业矛盾依然存在。

就业，一头连着经济脉动，一头连

着万家灯火。在不久前召开的部分省

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多措并举稳

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有效

稳住经济基本盘”的重要要求。“稳就

业”居首，意味着经济发展越是承压前

行，越要千方百计稳住就业。

就业向来被视为民生之本。高校

毕业生规模持续增长，加强就业指导、

做好供需适配，是一件大事。确保脱

贫人口务工规模和收入保持稳定，对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极为重要。让

农村转移劳动力出得来、留得住、干得

好，就业是根本。由此而言，稳定就

业、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重点人

群就业支持，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人

民属性、战略属性。

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为抓手，促

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不妨从存量、增

量、质量这三个方面寻找破题思路。

稳住存量，才能更好稳住就业大

局。外贸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就业容量

大、覆盖范围广。助其解决因外部不

确定性导致的暂时性经营困难，能有

效稳岗，减轻稳就业压力。像广东深

圳发布“稳外贸十条”，既实施境外重

点展会支持计划，真金白银资助展位

费，又充分发挥出口信用保险作用。

兼顾当前和长远，稳住企业就能更好

稳住就业岗位。及时研判风险点，统

筹考虑企业纾困难点与发展堵点，综

合运用财政支持、税收优惠、金融支

持、社会保障等政策，并引导各项政策

协同发力，这样的雪中送炭定能稳住

就业基本盘。

扩展增量，才能持续增加就业容

量。新领域、新赛道的开辟，新工程、新

项目的实施，新业态、新模式的涌现，都

会带来就业的增量，都是稳就业的重要

抓手。“四好农村路”建设成效显著，也创

造管护需求，交通运输部提出，将农村公

路管护领域就业岗位稳定在85万个；重

大工程加快实施，用工需求大，广东、贵

州、云南等地加力推动以工代赈；人工智

能、大数据、云计算快速发展，岗位需求

旺盛，平台企业加大招聘力度……聚焦

产业升级、扩大消费、重大项目建设等领

域，持续挖潜，拓展新的就业增长点，有

助于为劳动者广开就业门路。

提高质量，才能让就业之路越走

越宽。劳动者有就业意愿，企业有用

工需求，如何破解“有活没人干、有人

没活干”并存的结构性矛盾？解答好

这一问题，也是提高就业质量的重要

一环。根据社会需要、产业需求、职业

开发优化调整学科专业设置，完善培

训项目设置，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

的匹配度；推出全链条就业服务机制，

形成衔接校内校外、助力成长成才的服

务支撑……不断提升就业质量和稳定

性，需要在完善供需对接机制上做文章、

下功夫，以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为着力

点，以深化就业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力

促人岗相适、用人所长、人尽其才。

就业稳则人心安，人心安则社会

稳。我国是个大国，新技术、新产业、新

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就业潜力很大、

政策工具箱充足。既增添底气、保持定

力，也迎难而上、顶压前行，稳住存量、

扩展增量、提升质量，全力应对外部环

境和国内经济运行变化对就业的影响，

必能以稳就业的暖心增强发展的信心。

来源：《人民日报》（2025 年 05 月

19 日 第 05 版）

我国是个大国，新技术、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就

业潜力很大、政策工具箱充足

——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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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相邻之利为聚合之力

今年以来，浙江杭州因为诞生了

深度求索、游戏科学、宇树科技等“六

小龙”走红网络，由此引发其他城市

“怎样才能培养出‘六小龙’”等追问。

这样的追问很有现实意义。新质

生产力本质是先进生产力，不争先就

难领先，以其他城市的成绩为标尺找

差距、补短板，激发“不输于人”的闯

劲、“比学赶超”的拼劲，有利于激活

创新创造的一池春水，积蓄高质量发

展的后劲。

学习借鉴并非简单复制。各地资

源禀赋不同、基础条件各异，也不必纠

结为何没在热门领域孵化竞争力强的

企业。重要的是，学习借鉴优化政务

服务、促进产业发展的先进经验，把握

自身特色和优势，争取在更多细分领

域锻造自己的长板。

作为我国经济最活跃、开放程度

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长三

角发挥经济增长极和动力源作用，一

个主要抓手就是一体化里协同联动，

以错位发展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以

合理分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一体化不是同质化，须立足自身

资源禀赋，找准定位。比如，近年来江

苏苏州以生物医药产业为战略重点，

打造涵盖创新药、高端医疗器械、生物

技术的生物医药集群，目前已集聚近

4200 家相关企业。又如，南京围绕传

统优势钢铁产业做文章，打造高性能

特种钢板生产基地，不断向价值链高

处攀登，当地钢铁业 100 多个产品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无论处在传统产业

还是置身新兴产业，只要找准自己的

舞台、做大自己的优势，就有希望发展

成为明星企业、打造明星产品。

一体化意味着奔向同一个目标，

有时难免涉及同一个赛道，如何避免

“内卷”？这就要优化产业布局，串珠

成链、聚势而强。

以集成电路领域为例，上海在芯

片设计、晶圆制造等方面持续突破，江

苏在封测领域塑造竞争力，浙江在装

备与材料领域渐具优势，安徽主攻存

储芯片、智能硬件，长三角集成电路产

业规模稳居前列。新能源汽车制造方

面，长三角多地分工协作，4 小时车程

内可解决所有零部件供应。有差异才

有合作可能，有紧密合作才有融为一

体的机会。实践表明，扬长避短、突出

特色，化相邻之利为聚合之力，不断延

链补链强链，才能协同实现自身繁荣

与区域整体跃迁。

不只是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里

都蕴藏着协同发展、联动发展、错位发

展的智慧。看长江流域，上中下游合

作、东中西部互动，形成合理分工、优

势互补的发展格局；看沿海地区，无论

是港口物流还是跨境贸易，各自突出

重点、发挥优势，才能在服务大局中兼

顾活力与秩序。

既要避免同质化，也要避免碎片

化。互为支撑、互相借力，是一体化的

题中应有之义。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

各地产业布局既应学会错位，也应善于

借位、补位。产业规划增强“一盘棋”意

识，科技创新汇聚“一股绳”合力，在差

异化中把每个“1”做优做大，最终才能

在一体化中实现“1+1＞2”的整体效应。

知之愈明，行之愈笃。城市生长、

地区发展，需要激扬看到差距、迎头赶

上的志气，也要放下“人有我必有”的

焦虑，把精力集中在自己可持续创新

的领域。突出特色、协同联动，化落差

为势能，变特点为优点，定能汇聚团结

奋进的正能量，共绘高质量发展锦绣

图景。

来源：《人民日报》（2025 年 05 月

06 日 第 05 版）

奔向同一个目标，有时难免

涉及同一个赛道，如何避免“内

卷”？这就要优化产业布局，串珠

成链、聚势而强

既要避免同质化，也要避免

碎片化。互为支撑、互相借力，是

一体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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