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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青岛城乡就业出新政

社会公益岗
政府买保险

11月29日，青岛市政府下发《关于实施更加积
极就业政策做好“十二五”期间城乡就业工作的通
知》，完善就业和创业援助政策，自通知下发之日
起，社会公益性岗位将享受补贴，创业者最高可贷
款30万元。

通知规定，对政府开发的公安协警
员、劳动保障协理员、城管协管员、卫生
清洁员等社会公益性岗位从业人员，由
市、区市财政给予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
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补贴和岗位
综合补贴。对市内四区开发的保洁、保
绿、治安等社区公益性岗位安排就业困
难人员的，区财政按照每人每月不低于
200元的标准给予岗位综合补贴；市财政
给予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
保险、工伤保险补贴，并按每人每月150

元的标准给予岗位综合补贴。
另外，对社会、社区公益性岗位从业

人员按规定办理商业综合保险的，由市、

区市财政从就业专项资金中给予50%的补
贴。其中，市内四区从市就业专项资金中
列支。对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后办理就
业登记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市、区市
财政从就业专项资金中给予一定的社会
保险补贴，其中市内四区由市财政负担。
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对享受完补贴
后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2年的可延长至退
休。对协保人员享受完失业保险待遇后，
实现灵活性就业或在社区公益性岗位就
业的，给予一定的就业补助；对因身体患
有疾病等原因不能从事工作，经劳动能力
鉴定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且家庭生活困
难的，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

对各类用人单位招用本市就业困难
人员和本市家庭困难高校毕业生，与其
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
费的，在劳动合同存续期间，由市、区市
财政给予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
和失业保险补贴。对2011年后新招用的
本市就业困难人员(不含协保人员)和本
市家庭困难高校毕业生另外按每人每月
200元的标准给予就业岗位补贴，其中市
内四区由市财政负担。两项补贴期限最
长不超过3年，对享受完补贴后距法定退
休年龄不足2年的可延长至退休。

在完善职介政策方面，对职业中介
机构免费介绍本市失业人员并实现就
业的，由市、区市财政按照每人200元的

标准给予职业介绍补贴。对介绍就业困
难人员就业的，按照每人300元的标准
给予补贴。其中，市内四区的由市财政
负担。

在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方面，全面
落实中小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吸纳高校
毕业生就业的各项政策，拓宽高校毕业
生就业渠道。建立多层次服务外包企业
与高校毕业生就业对接体系，鼓励服务
外包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实施基
层就业计划，鼓励高校毕业生到镇卫生
院、基层农技推广服务一线工作。实施就
业服务与援助计划，全市高校毕业生就
业率达到90%左右，家庭困难高校毕业生
就业率达到100%。

根据通知，高校毕业生和本市失业人
员、未就业退役军人、残疾人、未就业随军
家属、被征地农民、返乡农民工从事个体
经营的，可申请小额担保贷款，贷款额度
由最高不超过5万元提高到10万元；创办企
业的，贷款额度最高不超过30万元。

对高校毕业生和本市失业人员、返
乡农民工从事个体经营的，由市、区市财
政从就业专项资金中给予每人4000元的
资金扶持；对创办企业的，给予5000元资
金扶持。

高校毕业生和本市失业人员、返乡
农民工创办企业，新招用高校毕业生、本
市失业人员，与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
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规定由市、区市

财政根据带动就业人数给予每人2000元
的一次性岗位开发补贴。

另外，对各类单位或个人利用闲置厂
房、场地、市场等适合小企业聚集创业的场
所，建立创业孵化(示范)基地达到标准的，
由市、区市财政给予适当奖补。继续对认定
的市级创业示范基地，由市财政给予5万元
的奖励；继续对认定的市级创业孵化基地，
由市财政给予最高50万元的奖励。

通知还提到，街道(镇)劳动保障服务
中心对外办公场所的建筑面积要达到
150平方米，面积不足的，应于2012年底前
建设到位。2012年末，充分就业社区(村)

创建率达到70%以上。2015年末，建成充
分就业城市。

创业最高可贷30万元

困难毕业生就业率将达100%

社会公益性岗位将享受四险一补贴

青岛落实“十二五”规划，任务分包到户

第二条海底隧道谋划上马
本报记者 宋珊珊

办好适应时代要求的教育，实
施教育强市战略，率先基本实现教
育现代化。市教育局、财政局负责，
全市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
支出20%，高水平普及十五年基础
教育，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达到14年。

市教育局、各区市政府负责，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合理配

置公共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倾
斜，提高义务教育公平满意度。扩
大义务教育段免费项目。保障进
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
务教育。

推进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
书“双证书”制度。推进青岛职教
园区和实训基地建设。统筹中等
与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

市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
批准的《青岛市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描
绘了青岛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
的蓝图，明确了今后五年青岛市
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

根据规划要求，“十二五”末，
青岛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
人数达到215万人。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牵头实现社会保障制
度全覆盖，五项社会保险市级统
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适龄
参保率达到85%以上，60周岁及以
上人员全部享受社会养老保险待
遇。稳步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水平。

卫生局牵头，万人拥有医疗
床位数达到50张。

市新机场建设指挥部、相关
区市政府负责，全力推进青岛新
机场建设，努力形成服务半岛、辐
射全省及周边省市的区域枢纽机
场和特色高端产业集聚区，培育
面向日韩地区的门户功能。

市交通运输委牵头，加大政
策优惠力度，重点培育和扶持基
地航空公司落户，新增国际航线
特别是直飞欧美航线。大力发展

面向日韩的中转航线。
市董家口港区开发建设指挥

部等负责，全面开发建设董家口港
区，调整完善胶州湾港区功能，有序
推进鳌山湾港区开发，提升口岸服
务功能，打造国际航运枢纽。建成董
家口港区中石化液化天然气接收
站工程和青岛港集团大型矿石、华
能通用码头工程等项目，争取国家
批准董家口口岸对外开放。

市地铁指挥部办公室、城乡
建设委、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委
负责，地铁一期建成通车，地铁二
期完成轨道铺设，地铁三期力争
开工建设。积极谋划胶州湾第二
条海底隧道建设。

市交通运输委等负责，大力
实施公交优先发展战略，统筹交
通一体化管理，实现中心城区公
交全覆盖，与近郊重点中心镇的
有机衔接。重点发展节能环保型
公交车，规划建设汽车加气站、充
电站，提高新能源使用比重。

完成龙口——— 青岛高速公
路建设，加快2 0 9省道升级改造
和西部南北大通道等工程。完成

“四环两跨”的环湾路网，加快市
区快速路、重要主次干道建设及
未贯通道路打通，继续改造超期
服役道路。

市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委、
相关区市政府负责，建成铁路客
运北站、青荣城际铁路、海青铁
路，推进半岛城际公交化。完成胶
新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加快董
家口疏港铁路建设。

规划要求着力保障改善民生。
其中，市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财政局负责合理调整收
入分配关系，拓宽增收渠道，努力实
现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
同步、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
提高同步，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分别
增长11%以上。

市农委、国土资源房管局负责
完善补贴方式，加大对种粮农民的
直接补贴力度，发展政策性农业保
险。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提高征

地补偿标准，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
市卫生局牵头，健全公共卫生

服务体系。全面推行公共场所禁烟。
孕产妇死亡率控制在10/10万以内，
婴儿死亡率控制在5‰以内，居民预
期寿命达到82岁以上。

市卫生局、财政局、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负责，健全基本医疗保
障体系。大幅提高城镇居民医保和
新农合的筹资标准，住院费用报销
比例达到70%。健全医疗保险关系
转移接续和异地就医结算机制。

实施“十绿工程”，市林业局、
城乡建设委负责，建设好太平山中
央公园、百果山世园会展区、浮山
生态公园。推进李村河、大村河等9

条河流滨河绿化建设。完善滨海大
道、环湾大道、重庆路、黑龙江路等
市区主要道路绿化。加强金家岭
山、午山、北岭山、双山、虎山等20

座山头绿地建设。完善500米服务
半径社区绿地建设。森林覆盖率达
到40%，建成区绿地率达到40%。

实施“绿山”工程，绿化荒山7

万亩。市林业局、旅游局、相关区

市政府负责，建设一批森林生态
景观和森林旅游胜地。

市林业局、水利局、交通运输
委、海洋与渔业局负责，推进沿
海、沿河、沿路三大生态廊道建
设。沿大陆海岸线加大植被绿化
投入，新建、完善沿海基干林带6 . 6

万亩。沿大沽河、胶莱河、吉利河、
墨水河、白沙河、白马河等主要河
流两侧，每侧建设不低于50米的
防护林带。在全市高速公路、铁路
等主要干道两侧新建和完善高标
准通道林带1000公里。

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215万

建新机场打造国际航运枢纽

谋划第二条胶州湾海底隧道

居民收入年均增长一成多

财政收入20%要用于教育

绿化20座山头改造9条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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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招聘会成为高校毕业生获取就业信息的主要渠道。(资料片) 张晓鹏 摄

本报记者 李晓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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