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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大兴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六届〕第 28 号

2024 年 11 月 19 日区六届人大常委会第 46 次主任（扩大）

会议通过了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关于《北京市大兴区人大常委

会关于<大兴区建立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保障制度，完善劳动关系

协商协调机制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4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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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
关于《北京市大兴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大兴区
建立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保障制度，完善劳动关
系协商协调机制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落实情况的报告

北京市大兴区人大常委会：

2023 年 11 月 28 日，北京市大兴区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大兴区建立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保障制度，

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工作情况报告》，对大兴区促进就业

创业和劳动关系工作提出了审议意见，包括进一步落实就业优先

战略，综合施策形成合力，全方位扩大就业容量，提高就业质量，

健全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加强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权益保障，健全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方面。现将审议意见

落实情况报告如下：

一、审议意见落实情况

（一）坚持就业优先，强化就业工作合力

一是加强工作统筹调度。区委、区政府召开 4 次专题调度会，

深入研究部署就业工作。二是加强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区发

展改革委、区财政局、区经信局、区商务局、区统计局等部门协

同，印发 2024 年就业工作方案，共同推进就业工作。三是全面

推行家门口智慧就业服务。推动全区 20 个镇街、725 个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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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家门口智慧就业服务”信息系统全覆盖，截至目前，通过

数据比对形式，累计派单 6.06 万人次，提供服务 21.11 万人次，

实现就业 7800 余人。

（二）全方位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

一是梳理现行促进就业政策清单，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

申领，稳住就业岗位，已落实就业资金 1.05 亿元，惠及企业 2386

家次。二是积极开发岗位资源，每季度对全区参保企业开展动态

用工监测，征集就业岗位 6.5 万个，开展系列招聘 303 场，发布

岗位信息 11.9 万个。三是鼓励创新创业，统筹组织“创翼大兴”

双创大赛，承办市级创业大赛“乡村振兴专项赛”及“银发经济

专项赛”，在第七届“创业北京”创业创新大赛中，大兴区获奖

总数居全市第三，荣获全市“优秀组织奖”和“特别贡献奖”。

四是深化产教融合，印发区级产教融合工作实施方案，开展校企

对接活动 11 场，推进 8 家院校与重点企业签订产教融合协议，

联合开展氢能知识进校园、实训课堂在车间等多场活动，带动培

养院校学生 1000 余人。

（三）健全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一是支持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发展。依托区级人力资源产业发

展政策和大兴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积极

参与就业服务，目前大兴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已吸引 60 余家人

力资源企业入驻，每年提供人力资源服务达 12 万人次。二是加

强人力资源行业监管。开展规范劳动用工暨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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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秩序专项行动等专项检查 8 次，检查涵盖工程建设领域，保安、

餐饮、新业态等服务业，累计检查企业 9000 余家次，维护人力

资源市场秩序。三是加强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开展第七届区级技

能大师工作室评选，装备制造、商务服务领域 2 家专精特新企业

入选。支持工作室建设技术创新项目 7 个，涉及集成电路、航空

航天、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激发技能人才创新活力。支持南方

航空北京分公司、大兴建设集团举办飞机驾驶员、建筑信息模型

技术员技能人才研修培训班，围绕企业生产技术和工艺难题，加

强紧缺实用型技能人才培养 48 人。四是优化培训资源建设。结

合大兴区产业特色，支持优质企业围绕医药健康、养老托育等重

点领域累计设立 30 家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今年以来开展互联网

营销师、园林绿化工、家政服务员等项目人才培养 1893 人。五

是深入开展技能大赛。完成北京市氢能燃料电池制备及检验检测

工、大兴区第一届职业指导师、北京市养老护理员三场大赛，参

赛人员 427 人，以赛促训，形成崇尚技能良好氛围。

（四）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

一是规范劳动用工管理。积极宣讲劳动保障领域法律法规，

提高企业合法用工和农民工依法维权意识，共计开展专题培训 5

次，参与人员 3200 余人次。二是提升多元调处模式。成立区内

第三家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派出庭——亦庄镇派出庭，西红门镇派

出庭作为第四家目前正在筹备中。通过园区调解组织、行业调解

组织及基层调解组织网络，推动“流动仲裁庭”深入基层一线。



- 5 -

三是健全风险防控监测。建立《欠薪信息通报及联动处置机制》

《农民工讨薪类案件工作协助机制的实施办法》，提升部门间协

同处置能力，快速消除风险隐患。制定《限额以下小型工程保障

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办法》《大兴区根治保安服务行业拖欠工资

问题工作方案》，紧盯目标顶格推进，控制事态发展，共同促进

争议稳妥化解。四是持续完善组织架构。发挥“案前调解+速裁

快审”模式在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案件中的快处作用，已调解成

功 90 余件。推进简案速裁，建立案件办理动态管理台账，今年

已速裁审结案件 18 件，案件平均办理时限缩短 46.95%。五是推

进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进一步优化经办

流程，提高办理效率，切实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目

前累计接收待遇给付申请 509 笔，其中 461 笔已办结，完成待遇

支付 2053.68 万元。

二、下一步工作举措

（一）深化就业服务提质，着力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

一是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调整区

级创业、培训、人力资源等政策，切实发挥政策促进就业效能。

制定区级工作方案，凝聚工作合力，并加强工作调度部署，确保

就业工作按时完成。聚焦大兴区产业发展，强化区发改委、区人

力社保局、各产业园区、属地等部门联动，加大访企拓岗力度，

按季度对全区各参保企业开展动态用工监测，掌握用工需求和招

聘计划等就业服务需求，及时提供精准、高效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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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健全就业服务体系，精准帮扶重点群体就业。发挥“家

门口智慧就业服务”和零工市场作用，为重点群体及时提供就业

服务。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重中之重，深入挖掘岗位资源，加

密组织各类招聘活动，促进高校毕业生早就业，就好业。加强区

农业农村局、区园林绿化局、区人力社保局协同，持续开发新型

集体林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岗位，推动更多农村劳动力参保就业。

落实北京市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管理办法，综合用好各项政策，对

就业困难群体精准施策，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建成大兴人

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二期项目，引导人力资源机构持续参与就业服

务，促进人力资源供需匹配对接。

三是加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着力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持

续深化校企融合机制，支持院校围绕企业需求动态调整优化专业

设置，依据岗位标准开发培训课程，鼓励企业技术骨干进入院校

任教，定期举办供需对接、校企合作交流活动，促进人才培养与

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持续推进重点新兴产业申报国家新职业、新

工种，补齐技能人才服务重点新兴产业短板。

四是防范化解风险隐患，保障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深化就业

形势分析研判，持续跟踪全区重点行业、群体就业失业状况，建

立健全应对措施。加强对人力资源机构、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的监

督管理，强化“6+4”一体化综合监管，保障全区人力资源市场

稳定。

（二）维护劳动关系和谐稳定，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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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深化“三方四家”工作机制。持续推进人力社保、工会、

工商联、企业家协会“三方四家”工作机制，充分发挥调解组织

三方机制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指导各属地、企业

积极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落实国家、市级要求，开展协调

劳动关系三方工作站及示范样板站点创建，青年仲裁员志愿者联

系服务企业等工作，广泛开展劳动关系领域宣传培训，提高企业

劳动用工管理水平，引导用人单位建立健全内部协商调处机制。

二是强化重大风险和敏感案件处置。持续深化重点企业清单、

劳动关系风险预警联防联控等工作机制，发挥行业及属地作用，

做好日常风险监测。区人力社保局和区公安分局将深化《欠薪信

息通报及联动处置机制》建设，严格落实欠薪风险信息共享工作

机制，对欠薪警情、舆情信息共用共享，加强信息研判归类，提

升协同处置能力。进一步发挥欠薪应急处突指挥部和联动处置专

班作用，开展根治欠薪专项行动，快速办理欠薪诉求线索，发生

群体事件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联动处置欠薪讨薪突发事件，

全力保障劳动关系领域安全稳定。对重大欠薪问题落实市级“一

案三函”“一案双查”等机制，建立定期督导考核通报机制，推

动欠薪问题化解。

三是聚焦重点领域根治欠薪。持续强化政府、国企欠薪等重

点矛盾隐患高位调度，对问题化解采取“清单化”推进、“节点

化”管理，确保各类重点矛盾妥善解决。发挥区人力社保局、区

住建、区公安分局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作用，继续落实好限额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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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小型项目管理，保安服务行业劳动用工管理工作要求，落实联

合审批、三书两约一要求等工作机制。加大工程建设领域综合监

管力度，督促住建等行业主管部门、各属地做好工资支付制度落

实监督检查，确保七项制度落实到位。

四是持续推进集体协商工作。进一步加大集体协商制度宣传

力度，发挥各属地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作用，加强对辖区内平

台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小微企业集体协商的专业性指导。

持续开展集体协商竞赛活动，以赛代训、以赛促学，提高企业协

商、协调能力，增强集体协商广泛共识，提高企业和劳动者对于

集体协商的认识和参与意愿。持续推进行业性、区域性集体协商，

促使劳资双方建立协商对话机制，发挥自身调解功能。

五是多元化解提升调处效能。深化仲裁院调解中心建设，探

索推广“派出庭”工作模式，落实仲裁员包片指导机制，指导各

属地基层调解组织开展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充分发挥党群服务中

心、工会服务站、职工之家等服务阵地作用，逐步将劳动争议调

解工作融入到基层治理工作体系之中。聚焦劳动争议诉前化解，

深化“案前调解+速裁”办案模式，快速办理农民工、三期女职

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等特殊群体劳动争议案件，深化区人力社

保局、区法院沟通对接，定期开展案件评查、裁审比对，强化裁

审衔接，统一裁审尺度，进一步提升仲裁质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