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达人社函〔2022〕416号

达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印发《2022年达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事业发展计划》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高新区人社分局，东部

经开区党群工作部，局属各单位，机关各科室：

现将《2022 年达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计划》

印发你们，请据此安排工作。各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抓好事业发展计划的分解、落实，加强计

划执行的监测、督导，定期分析通报情况，确保各项计划目标如

期完成。

达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年 6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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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达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
发展计划

2022 年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全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人社工作系列指示精神，全

面贯彻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扎实抓好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

人社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奋力推进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事业

高质量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一、千方百计促就业稳就业保就业

突出“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坚持把促就业、稳就业、保就

业作为重大政治责任，摆在最突出位置，全面落实各项政策，确

保就业局势总体稳定。全市城镇新增就业 3.5万人以上，城镇失

业人员再就业 0.88 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0.27万人，发放创

业担保贷款 1.85亿元，招募“三支一扶”人员 80人，脱贫人口务

工就业规模 26.7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2%以内。

二、平稳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持续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进各项改革任务落实落地，

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

体系。2022年末全市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在职职工人数 54.48

万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 35.33 万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18.5

万人，新开工工程建设项目工伤保险参保率达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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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断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聚焦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需要，突出“放权松

绑、激发活力”，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人才活力充分迸

发。大力造就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队伍，持续深化事业单位人事

制度改革，完善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扎实做好表彰奖励工作。全

市全年新增取得高级工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人数1000人，其中新增取得技师、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人数60人。技工院校招生人数900人。开展补贴性

职业技能培训4.5万人次。

四、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聚焦劳动关系基层治理，突出“治理创新、权益维护”，积极

构建规范有序、公正合理、合作共赢、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全

年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结案率保持在 90%以上，劳动人事争议调解

成功率保持在 60%以上，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案件结案率达到

98%。劳动保障监察监管信息上线率达到 90%。

五、持续推进农民工服务保障战略性工程

突出“服务保障、根治欠薪”，做大做强“农民工经济”。切实

发挥农民工在稳定就业大局、助力乡村振兴、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中的重要作用，确保全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稳定在 167万人左

右。推广应用首批“川字号”劳务品牌“宕渠护工”，加快本地特色

劳务品牌培育，选树一批市级、县级特色劳务品牌。积极支持农

民工返乡创业，常态化开展服务保障专项行动。全面落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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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及配套政策，拖欠农民工工资举报投诉案

件结案率达到 98%。

六、大力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

认真贯彻落实《进一步推进新时代四川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

量发展的实施意见》，鼓励各地支持各地成立国有劳务公司、建

立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不断提高劳动输出组织化程度，着力构

建人力资源服务产业、服务企业、服务就业协同体系，有效促进

人力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有效匹配。

七、深入推进川渝人社合作

贯彻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持续深化川渝

人社合作。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强化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行动方案，推进全面完成人社领域基本公共服务川渝区域协同试

点实施方案。

八、持续打造“温暖人社”

深入推进“温暖人社”三年行动计划，持续提升人社公共服务

能力。深化“一网通办”前提下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全面完成人

社领域基本公共服务综合试点，常态长效推动行风建设，年末社

会保障卡持卡人数达到 660万人，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

到 31%，人社政务服务好评率达到 96%。加强与第三方平台合

作，深化“社银一体化”建设，持续打造人社便民服务圈。

附件：2022年达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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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年达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计划表

序号 项 目 单 位 2022年计划

一 就业

1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万人 3.5

2 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 万人 0.88

3 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 万人 0.27

4 城镇登记失业率 % <4.2

5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万人 166.7

6 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亿元 1.85

7 招募“三支一扶”人员□ 人 80

8 脱贫人口务工就业规模 万人 26.7

二 社会保险

9 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万人 102.7

10 其中：执行企业制度在职职工人数 万人 54.48

11 参加失业保险人数 万人 18.5

12 参加工伤保险人数 万人 35.33

13 新开工建设项目工伤保险参保率 % 90

三 人才队伍建设

14 新增取得高级工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的人数 万人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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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表示 2022年新增指标；“□”表示仅下达全市总量计划，未下达县（市、区）

计划。

15 其中：新增取得技师、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的人数

万人 0.006

16 技工院校招生人数□ 万人 0.09

17 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人数 万人次 4.5

四 劳动关系协调

18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结案率 % 90

19 劳动人事争议调解成功率 % 60

20 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案件结案率 % 98

21 拖欠农民工工资举报投诉案件结案率 % 98

22 劳动保障监察监管信息上线率★ % 90

五 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

23 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 万人 660

24 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 % 31

六 人社政务服务好评率

25 人社政务服务好评率 % 96

七 人力资源服务业

26 人力资源服务业总营业收入□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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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2年分县（市、区）就业再就业计划

地 区

城镇新增

就业人数

（万人）

城镇失业人

员再就业人

数

（万人）

就业困难人

员就业人数

（万人）

城镇登记

失业率

（＜%）

发放创

业担保

贷款（万

元）

脱贫人口

务工就业

人数（万

人）

市本级 0.23 0.07 0.022 4.2 — —

通川区 0.43 0.1 0.032 4.2 2800 0.71

达川区 0.49 0.115 0.035 4.2 2500 2.38

万源市 0.41 0.085 0.025 4.2 2200 3.62

宣汉县 0.49 0.13 0.04 4.2 2800 8.28

大竹县 0.48 0.13 0.038 4.2 2800 3.29

渠 县 0.49 0.13 0.041 4.2 2700 5.20

开江县 0.41 0.09 0.027 4.2 2400 2.45

高新区 0.035 0.015 0.005 4.2 300 0.36

经开区 0.035 0.015 0.005 4.2 —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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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2年分县（市、区）社会保险覆盖面计划

地 区
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在职职工人数（万人）

参加失业

保险人数

（万人）

参加工伤

保险人数

（万人）

新开工工

程建设项

目工伤保

险参保率

（%）

市本级
9.78

6.06 11.8 90

通川区 7.9 1.98 3.68 90

达川区 5.2 0.84 3.4 90

万源市 3.4 1.3 1.76 90

宣汉县 7.9 2.92 4.6 90

大竹县 8 1.65 3.23 90

渠 县 6.3 2.04 3.35 90

开江县 3.3 1.27 1.75 90

高新区 1.21 0.2 0.79 90

经开区 1.49 0.24 0.97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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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2年分县（市、区）劳动关系协调工作计划

地 区

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

结案率

（%）

劳动人事争

议调解成功

率（%）

劳动保障监察

举报投诉案件

结案率（%）

拖欠农民工

工资举报投诉

案件结案率

（%）

劳动保障监

察监管信息

上线率（%）

市本级 90 60 98 98 90

通川区 90 60 98 98 90

达川区 90 60 98 98 90

万源市 90 60 98 98 90

宣汉县 90 60 98 98 90

大竹县 90 60 98 98 90

渠 县 90 60 98 98 90

开江县 90 60 98 98 90

高新区 90 60 — — —

经开区 90 6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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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22年分县（市、区）人才队伍建设工作计划

地 区

新增取得高级工以上职业资

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的人数（人）

新增取得技师、高级技

师职业资格证书或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人

数（人）

开展补贴性职业技

能培训人数

（万人次）

市本级 286 60 0.913

通川区 94 — 0.474

达川区 63 — 0.318

万源市 54 — 0.27

宣汉县 142 — 0.72

大竹县 186 — 0.93

渠 县 94 — 0.47

开江县 62 — 0.31

高新区 7 — 0.035

经开区 12 —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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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22年分县（市、区）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及人

社政务服务好评率计划

地 区
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

（万人）

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

覆盖率（%）

人社政务服务

好评率（%）

市本级 — — 96

通川区 58.5 31 96

达川区 116 31 96

万源市 53.5 31 96

宣汉县 133 31 96

大竹县 109 31 96

渠 县 128 31 96

开江县 52 31 96

高新区 — — 96

经开区 — — 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