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就业援助总结 就业援助月总
结(优秀6篇)

总结是在一段时间内对学习和工作生活等表现加以总结和概
括的一种书面材料，它可以促使我们思考，我想我们需要写
一份总结了吧。总结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
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总结书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就业援助总结篇一

走访残疾登记失业人员家庭30户，登记失业的残疾人数45人，
组织残疾人参加专场招聘会一场，实名制纳入年度培训计
划20人，帮助残疾人实现就业15人，其中社会用人单位按比
例吸纳就业8人，帮助7名残疾人享受有关扶持政策。

1、加大宣传。通过发放宣传材料、悬挂横幅等形式进行宣传，
突出“就业帮扶、真情相助“的活动主题，使广大有就业能
力和愿望的残疾人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

2、加强领导。就业工作是一项民生工程做好这项工作意义重
大，我乡组成了以乡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落实了工作人员，
解决了工作经费，为活动的开展打下了基础。

3、加强工作协调。乡残联积极与县人社局等相关部门密切配
合，形成了共识，工作协调一致，招聘会同时办，资源共享。

4、注重服务。为了让一部分残疾人实现就业，乡残联采取定
点联系村、企业的办法，实行“一对一”“面对面”的帮扶，
服务到人头，服务到家，让残疾人切实感受到残联组织送去
的温暖。

1、残疾人的就业岗位不能适合残疾人的需求。



2、残疾人有自我认识不到位，自认为能力强，因此，需求就
业岗位要好，待遇报酬要高。

3、少数企业不愿意接纳残疾人就业，害怕给企业带来不利影
响。

1、加大对残疾人就业条列的宣传，让全社会都关心帮助扶持
残疾人，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2、加大对残疾人的就业培训力度，让更多残疾人掌握一定的
技能，为未来就业打下基础。

3、加大对残疾人的帮会组教育，帮助残疾人要增强“自尊、
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正确认识自己，正确对待社会，
以积极向上的心态融入到社会生活中，勇做生活的强者。

就业援助总结篇二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兔年春节刚过，劳动力市场也呈现加
速回暖局面。全国各地的“春风行动”如火如荼开展，通过
线上线下招聘会，为企业和劳动者搭建平台，奏响了稳就业、
暖民心的“协奏曲”。

就业一头连着人民群众，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不仅关系老百
姓的“钱袋子”和稳定感，也是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的关键支
撑。要千方百计扩大就业，稳住岗位，让人民群众生活更有
保障;提升就业质量，为培育增长动能、激发经济活力打下更
为牢固的基础。

创造就业岗位实现“扩容”。近年来，伴随着新业态发展，
众多新职业应运而生，如网约配送员、互联网营销师等，新
业态在拓宽就业渠道、增强就业弹性、增加劳动者收入等方
面发挥了独特作用;同时数字技术创新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大量多样化、有特色的消费和服务衍生出一批新兴就业需求。



面对就业新形势，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数字经济，培育壮大
现代服务业，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催生更多新产业、新业
态、新商业模式，才能让劳动者实现劳动价值、全面发展，
汇聚起强大动力。

提升就业能力实现“提质”。随着我国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
深度调整，高质量就业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也是就
业优先的重要内涵，只有不断创造更多更高质量的就业岗位，
人民美好生活的基础才会更加坚实牢固。因此，一方面要提
高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增强致富本领，提供必要指导培训，
尤其突出实用型技能培训，研究建立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
培养更多的实用型技术劳动者;另一方面保障重点企业用工服
务、健立完善信息共享机制、健全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
持续推进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建设，提高人力资源
供需匹配效率，帮助就业者实现高质量和充分就业。

强化政策支持实现“增效”。稳市场主体是保就业的前提和
保障，保就业是稳市场主体的内在需要。贯彻落实“稳市场
主体保就业”这一重要任务，就要更大力度实施就业优先政
策，加强政策协同配合，并确保各项政策尽早落到实处。一
方面要着力完善政策、搭建载体，打造创新创业就业新模式，
激发全社会创业热情和活力，放大创业带动就业倍增效应，
同时加快落实助企纾困稳岗措施，持续推进降成本工作，在
税费、融资等方面加大对中小微创业主体的支持力度;另一方
加强保障体系建设，聚焦重点群体就业的所需所盼，强化就
业信息的精准推送，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进就业服务，利用
送政策、送技能、送信息等活动针对重点群体特点开展精准
就业帮扶工作。

就业乃民生之本、发展之基，稳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抓
就业须臾不可放松。要聚焦人民群众就业的所思所忧所盼，
以更广的思路拓展就业渠道，以更实的举措激发创业活力，
以更优的服务推进供求对接，在高质量发展中强化就业优先



导向，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带动力，让更多人有业可成、有
梦可期。

就业援助总结篇三

为进一步做好就业困难人员就业援助工作，根据《关于开展
就业援助月活动的通知》文件精神，我社区于20xx年12月下
旬到1月中旬开展了以“帮扶到人、岗位到手、政策到位、服
务到家”为主题的“就业援助月活动”，现将活动情况总结
如下：

就业困难人员是就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人民生活
的基本权利和切身利益。“再就业援助活动”是为人民群众
办实事的民心工程，xx社区高度重视，组织保障站工作人员认
真学习了《关于开展20xx年就业援助月活动的通知》，在思
想上形成合力，确保就业援助活动顺利开展。

为了确保援助月活动取得实效，xx社区结合本社区的特点，制
定了活动方案，开展了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就业援助活动。
社区劳动保障协理员，对援助对象进行上门走访，宣传各项
就业政策，了解就业困难人员的基本情况，摸查援助对象面
临的实际困难和就业意向，做好失业人员的登记，共组织了3
次就业援助月专场招聘会，摸清辖区内尚未就业困难人员217
人，其中残疾就业困难人员11人;帮助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
业180人，帮助就业困难人员享受政策217人，为全面实施各
项就业援助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一)帮扶到人。对认定的帮扶援助对象，尤其是家庭贫困的
残疾人家庭和长期失业人员进行家访，提供适合于他们的有
针对性的职业指导，让其了解本次就业援助月专项活动的开
展时间，讲清讲明讲透政策内容，详细告知政策享受具体操
作流程，帮助他们尽快实现就业，享受国家相关的扶持政策。

(二)岗位到手。按照区统一部署，组织了有针对性的`各类就



业困难人员专场招聘会，为他们提供即时的就业岗位、再就
业政策咨询和职业指导，为用工单位提供用工推荐和岗位适
配服务。

(三)政策到位。通过援助月活动，逐一落实每一户、每一位
应该享受扶持政策的困难人员能够享受到社会保险补贴，对
已灵活就业的“4050”人员，帮助其参加社会保险，并落实
社会保险补贴。

(四)服务到家。通过开展“一对一”、“面对面”的结对帮
扶活动，与援助对象签订服务协议等形式的精细化服务，为
困难群众送岗位、送温暖、送信心。把就业援助活动的内容
和服务直接送到就业困难人员家中。通过走访慰问、登门服
务、重点帮扶、援助联盟等多种形式，开展了对就业特困人
员送温暖走访慰问。

在建立帮扶责任制度方面，一是开展服务进门、一对一帮扶、
送岗位上门、送政策上门等多种形式的援助行动，将每一位
援助对象的帮扶工作落实到基层;二是指定熟悉政策业务、责
任心强、善于与人沟通的工作人员负责接受就业援助咨询工
作。

本次就业援助月活动的开展，在社会上营造了关心和支持就
业困难人员就业的良好氛围，得到了xx社区群众的高度认可，
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我们将认真总结本次活动经验，不
断探讨完善就业援助方式和手段，建立健全就业援助长效机
制。

就业援助总结篇四

日前，湖南省祁阳市羊角塘镇“春风送真情援助暖民心”春
风行动暨“脱贫劳动力”线下专场招聘会举行，现场共有160
余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招聘会现场气氛热烈，前来咨询的求职人员络绎不绝，求职
者不时坐下来向工作人员询问工作待遇等情况或填写就业意
向表。

“招聘会人气很旺，已经收到10余份就业意向表，希望能招
到满意的`员工。”湖南聚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企业生产类岗位缺口较大，还要招约50人，岗位涉及
操作工、品检员、研发工程师等。村民陈先生招聘会现场仔
细了解各企业用工需求，“我之前在广东的一家电子厂工作6
年，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这么多的岗位，也想回到家乡找
一份工作，家门口就业方便照顾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
目前,我看到有2家公司离家近比较满意，万分感谢镇里为我
们送就业岗位。”

据悉，该镇将以省里出台的“稳增长20条”为契机。还将陆
续开展“送岗位下乡”“送政策入村”“送服务到户”及线
上职业指导、禁毒反诈宣传等系列活动，为更多求职者和用
人单位提供更为优质的公共就业服务。

去年，祁阳市羊角塘镇各项经济指标继续保持健康平稳发展，
全镇完成规模以上工业产值1.56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3.78亿元，完成财政收入20xx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8700
元。

今年该镇要加快推进祁羊公路、堆归公路提质改造，推动城
乡供水一体化实施等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健全招商引资奖励制
度，全力做好招商引资;加快特色产业发展，依托现有资源发
展好乡村旅游，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全镇经济社会发展的主
要预期目标是工业企业产值增长12%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10%左右，财政收入增长8%左右，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0%
以上。



就业援助总结篇五

为促进残疾人就业，改善和提高残疾人生活质量，帮助有就
业能力的残疾人实现就业，根据《关于开展20xx年就业援助
月专项活动的通知》(徐人社函〔20xx〕3号)文件精神及省市
工作要求，开展了双沟镇20xx年残疾人就业援助月主题活动：

此次活动主题为《就业帮扶 真情相助》，活动时间为：20xx
年1月至20xx年2月中旬。

对符合认定条件的残疾登记失业人员，其重点是零就业残疾
人家庭人员、一户多残家庭中的残疾人、家庭贫困未就业的
残疾人高校毕业生和其他需要就业困难残疾人进行登记造册。

镇残联成立 “20xx年就业援助月”活动领导小组，切实负责
援助月活动的顺利开展。同时，将通过发放传单、宣传材料、
参加就业招聘会活动等大力宣传残疾人就业、创业等各项优
惠政策，使招用残疾人的用人单位了解集中安置残疾人和按
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的有关特惠政策，营造一个全社会关心
残疾人就业、鼓励支持残疾人创业就业的良好氛围和工作环
境。

各村残协要充分发挥好村残疾人专职委员的作用，全面摸清
所属村内所有就业困难的残疾人数，做好就业困难残疾人员
摸底台账，了解他们的就业愿望和服务需求，并进行实名登
记造册。同时加强镇残联与劳保所、企业沟通协调，结合企
业用工需求和困难残疾人员就业需求信息，匹配招聘企业，
为就业困难的残疾人员组织现场招聘会提供就业机会，并做
好活动现场的记录。

年初三镇残联组织有就业意愿的残疾人参加县残联和县人保
局共同举办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为失业再就业的残疾人
提供就业岗位。镇残联通过宣传残疾人扶贫财政贴息贷款政



策鼓励扶持残疾人自主创业，辐射带动其他残疾人就业等。

就业援助总结篇六

新哨劳动保障所高度重视此项工作，紧紧围绕“职业生涯起
步，我们共同努力”这一主题，把开展“就业服务月”活动
作为今年深入开展技能岗位对接活动的重要内容，作为促进
促进大中专技校毕业生就业的重要措施，作为推进人本服务
新的要求，通过“送政策、送岗位、送服务”活动，促进就
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帮扶城镇零就业家庭至少有一人实现
就业，提高就业稳定性。

（一）多渠道发布供求信息。1月18日，新哨劳动保障所积极
与辖区内的用工单位取得联系，征集相关的招用工和空岗信
息，并与县就业服务中心做好衔接，将劳动力市场招用工信
息通过广播、公告、宣传栏、发放宣传单等多种形式向社会
发布。1月18日及1月19日利用新哨街天及东风农场街人流比
较集中的机会沿街进行宣传发布。为大中专技校毕业生及就
业困难对象提供方便快捷的查询和联系洽谈服务。

（二）深入宣传《就业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
进法》已于20xx年1月1日开始施行。为让这一党的利民政策
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新哨劳动保障所充分运用发放宣资料、
广播、板报、粘贴标语、街天设立咨询点等多种形式开展政
策宣传工作。其中发放宣传资料300余份。开展免费职介服务。
新哨劳动保障所设立了专门的服务窗口，发放新哨劳动保障
所专门制作的《就业服务联系卡》，为有就业困难对象提供
免费职业介绍和职业指导服务，对有合适岗位的及时推荐就
业；对由于主就业观念问题难于就业的，提供针对性的职业
指导，引导其适应市场，积极就业；对由于技能不足难于就
业的，指导其参加相应的技能培训；对有特殊困难的人员，
提供“一对一”的专项帮扶，落实扶持政策，帮助其尽早实
现就业。结合再就业援助活动，集中解决就业困难人员的再
就业困难和就业不稳定的问题，确保有就业需求的“零就业



家庭”中至少有一人实现就业。

（三）入户调查，摸清援助对象情况，实施分类援助。新哨
劳动保障所工作人员深入到36户墨守成规区内就业困难对象
家中，对就业困难对象的家庭情况、人员的技术特长、失业
时间、健康状况、择业愿望、享受政策情况等进行了详细的
了解和掌握。根据调查的结果，为每一位援助对象制定一份
援助计划，与其签订服务承诺，按照“一户一策、一人一
策”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开展一对一的就业服务，并依据家
庭情况，实施分类援助。

（四）推荐合适人才参加现场招聘会。为切实解决就业困难
的对象就业问题，促进下岗失业人员与用工单位双向选择，
实现就业，结合新哨实际，新哨劳动保障所推荐合适人员参
加县局于每周三在县劳动就业中心市场一楼大厅举办的弥勒
县就业服务专场招聘会。截止1月18日，共推荐3人参加县信
息服务中心提供的招用工单位的招用面试。

（五）为大中专技校毕业生办理失业登记，提供免费服务。
根据大中专毕业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提供免费的政策咨询、
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创业培训、自主创业帮扶等“一站
式”服务。截止1月18日，为辖区内1名大中专毕业生办理了
失业登记，并为其办理了失业证书。

（六）、建立了“零就业家庭”解决就业的长效机制，力争
做到出现一户，帮扶一户，消除一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