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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结果：解决采纳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全文

浦人社议复〔2025〕13号

对浦东新区七届人大五次会议

第 075040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意见

陈璐等代表：

你们提出的关于《关于进一步优化残疾人就业扶持保障配套

措施的建议》的代表建议（第 075040号）收悉。感谢各位代表

对就业工作的关注和关心。建议提出，进一步优化残疾人就业扶

持保障配套措施，希望加强信息排摸梳理、完善供求匹配对接、

健全激励保障机制、加大公益性岗位开发力度方面工作。经研究，

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残疾人是就业困难群体，是新区就业援助的重点对象。为积

极促进残疾人就业，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新区人社局与新区残

联、各街镇加强合作、密切协同，持续优化残疾人就业扶持保障，

促进残疾人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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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强化信息征集管理。深入实施“乐业上海优+”行动，积

极推进就业援助工作人员和助残工作人员联动，进社区、摸情况、

集信息，及时了解残疾人的就业岗位意向、职业技能水平和职业

发展动向，纳入重点人群库，建立残疾人群体就业数字台账。在

就业技能提升、岗位拓展、实名服务、精准帮扶等方面，一个月

内完成“1311”就业服务，提供“一人一档”“一人一策”精准服务，

有针对性地进行面试技巧、心理疏导等职业指导，优先组织参加

职业培训和就业见习，做好持续信息推送，确保服务延续性。配

备基层就业服务工作力量，每个村居至少安排一名专（兼）职工

作人员，通过“大数据+铁脚板”的服务模式，为残疾人群体提供

更加精准的就业服务。

二是完善供求匹配对接。新区人社局通过推出“基层治理数

字化平台”的“15 分钟就业服务圈”小程序，15 分钟就业服务圈”

小程序包含了“政策指南”“我要就业”“补贴申请”“我要创业”“我

要培训”“零工市场”“edjob”七大模块，同时嵌入了“15分钟就业服

务圈”服务地图。用数字化手段创新服务模式，实现用户位置定

位，以数据地图形式呈现“服务圈”内招聘岗位等信息，精准定位

指引就业扶持政策，并支持社交网络岗位信息快速分享，实现供

给端与需求端资源互通共享。积极探索“AI+就业服务”，试点“AI+

面试仓”，探索完善职业能力测试小程序，融入霍兰德职业兴趣

测试、MBTI职业性格测试等模块，方便求职者精准“自我画像”，

帮助实现人岗精准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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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健全激励保障机制。为了保障残疾人稳定就业，新区残

联针对分散就业从事全日制劳动的新区户籍残疾人，发放交通、

稳岗补贴。交通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200元，稳岗补贴标准为每

人每月按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的 20%，目前累计已发放 42000

多人次。为了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

业，新区颁布了《浦东新区关于支持稳定和扩大就业的实施办

法》。新区企业录用新区户籍失业人员，给予困难就业补贴，补

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1200元；失业人员实现灵活就业并缴纳社会

保险费的，可申请灵活就业补贴。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900元。

残疾人群体实现市场化就业或灵活就业的，符合条件可申请补

贴。会同街镇，通过“家门口”招聘会、就业创业服务活动等线上

线下平台，利用“三所联动”法律资源开展“就业+法治”宣传，加

强对残疾人就业政策的解读。

四是加大岗位开发力度。整合就业资源，搭建残疾人就业平

台。积极鼓励和支持残疾人实现市场化就业和灵活就业，落实机

关事业单位残疾人专项招录，推动区属国有企业在招聘计划中安

排一定数量的残疾人岗位。举办残疾人专场招聘和企业融合活

动，汇集外企、民企等企业岗位，深挖适合残疾人就业的工作岗

位，帮助拓展求职空间。充分发挥基层就业站点辐射效应，不断

“扩容”岗位资源、“加密”面试招聘、“速配”人岗需求，将青年就

业能力训练营、“E立方”职业指导工作室等成熟度、品牌认可度

较高的就业服务项目下沉到站点，帮助残疾人群体拓宽就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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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就业。对市场渠道确实难以实现就业的，通过阳光基地等公

益性岗位托底安置，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与各街镇密切协作，加密开展社区就业

活动。会同区残联等部门推动就业服务平台智能化升级改造，进

一步优化残疾人就业服务的效率和精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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