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达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达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转发〈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

进一步加强农村劳动力实名制信息管理

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农民工服务中心，

高新区人社分局、就保中心，达州东部经开区公共服务中心:

现将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

村劳动力实名制信息管理工作的通知))转发你们，请按照文

件要求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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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进一步力口强农村劳动力实名制信息
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为全面掌握 )11籍农村劳动力资源状况，建立健全实名制信息

管理和就失业预警机制，切实提升公共就业创业服务精准度和有

效性，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和就业政策支撑，

现就进一步加强农村劳动力实名制信息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依托"四川公芳就业创业服务信息管理系统"，建立覆盖省、

市(州)、县F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的农村劳动
力实名制信息工作平台，通过采集录入、业务归集、数据共享、

动态更新等方式二跟踪掌握全省农村劳动力资源规模、基本信息、

就业状况、技能 i车等情况.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实名制信息数
据库和电子信息档案，规范实名制信息管理和动态监测，为推进

落实农村劳动力服务保障各项工作提供有力支撑，促进农村劳动

力稳定就业和更高股量就业。



二、工作对象

我省户籍在农村(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后改为居民户籍的农村

地区)、年满 16周岁且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具有劳动能力

的人员，

三、工作内窑

(一)设立采集点。以行政村(社区)为单位、设立'眩，吃、关

集监测点(以下简称:采集点)，确定信息采集员 3 县(市、区)

人社部门依托基层公共就业服务平台(机构)和基层农民工综合

服务站，在人口规模 1000 人以上的行政村(社区)，设立采集点 4

对人口规模较少的行政村(社区)，可选择邻近的几个行政村(社

区)合并设立采集点，实现信息监测全覆盖。

(二)信息采集。按月核实采集辖区内农村劳动力资源增;或

变化情况 ω 信息采集员追过入户走访、电话访谈等方式‘对求村

劳动力资源变动、就失业状态及公共就业创业 j月服j挺旦务苟求变化等f

况，进行跟踪调查采集 e 对新成长劳动力、外地迁入、复 ig军人
等新增农村劳动力，对户籍迁出、巳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死

亡等减少农村劳动力，对就失业状态、务工情况、服务需求发生

变化的农村劳动力，要做好相关信息的核实确认和调查采集。

(二)审核录入 ω 采集点每月末将调查采集的数据报送乡

(镇、街道)基层公共就业 j服i报良务子平.台(机构)或基层农民民'工工}服!
机构， I封基层公共就业服务平台(机构)或基层农民工服务机构

汇总审核后报送县(市、区)人社部门，县(市、区)人社部门

-J 一



将复核通过的信息数据录入"四川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信息管理系

统"。条件成熟的地方，可由采集员登录飞就业通 "APP 或"四川公
共就业创业服务管理系统"实时采集录入相关数据，乡(镇、街道)

基层公共就业服务平台(机构)或基层农民工服务机构按月对上

传数据进行审核入 j卒，县(市、区)人社部门对当月更新的数据

进行统计调度和审查复核。

(四)敖据共亭。省、市(州)‘县(市、区)人社部门要

与同级农民工服务机构共享农村劳动力信息数据及相应权限，每

叉开展农村劳动力信息数据调度分析，定期与同级发展改革、乡

村振兴等部门开展数据比对共享，确保农村劳动力、脱贫劳动力、

易地搬迁人口的基础信息、务工就业情况、培训 I1就业意愿等问口

径指标数据保持一致。

(五)数据安全。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和要求，数据管理相关

部门要做好农村劳动力实名制信息数据的安全保密工作，制定数

据采集入库操作规程，建立完善信息数据管理授权审批和质量控

制制度，加强信息数据管控，确保信息数据安全。

(六)数据应用@各级人社部门要加强农村劳动力实名制信

息数据分析‘综合运用数据分析成果，切实做好就失业监测、风

险隐患排查、劳务对接、技能培训和维权保障等工作，提升公共

就业创业服务能力水平。加强重点时期农村劳动力动态监测，助

力做好疫情期间、春节前后农村劳动力返岗复工等服务保障工作。

同时?可结合各地实际，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基础上，与其他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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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应用合作，拓宽应用领域，以数据应用提升信皂数据管理水

平和质量。

四、工作保障

(一)人员保障。市(州)、县(市、区)人社 -5日门要确定

专人负责农村劳动力实名制信息管理工作，有条件的地方可在采

集点开发专门公益性岗位负责实名制信息数据调查及采集录入工

作。

(二)资金保障。各地要强化资金支持?对承担攻村劳动力

实名制信息管理工作的基层平台及机构 3 按照《关于印发中央和

省级就业创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11财社 (2019) 38 号)

相关规定，根据工作量、专业性和成效等给予一定补助，补助资

金使用范围严格按照宁央和省有关规定执行。同时，加大向同级

财政的争取力度，力争配套相关工作经费。

五、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农村劳动力实名制信息管理工作是落

实精准就业服务的有效措施，是稳定和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规模、

防止脱贫人口规模性返贫、推动农民工服务保障取得实效的重要

手段。各级人社部门要充分认识做好农村劳动力实名制信息管理

工作的重要意义，统筹安排人力、物力、财力，明确目标任务、

责任到点到人，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p

(二〉确保敦据质量。农村劳动力实名制信息管理工作最大

面广，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信息数据必须确保及时、真实和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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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滇报农村劳动力、脱贫劳动力和易地搬迁人口相关统计报表时，

原则上从实名制数据库 9='提取相关数据，做到表库相符‘同口径

指标数据保持一致。条件成熟的地方，可通过殉买第三方服务的

方式，开展农村劳动力实名制信息数据抽样评估工作，不断提升

数据质量，

(三)广泛宣传引导@各地要通过多种形式，深入开展宣传，

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3 引导发动农村劳动力积极参与、主动配合

信息数据调查采集工作，为农村劳动力实名制信息管理工作的有

序开展提位有利条件。

(四)加强工作调皮。省厅将按照"月调度、季通报、年考核"

的方式‘对农村劳动力实名制信息管理工作进行动态调度和督促

指导，对工作开展成效明显的给予通报，对工作滞后、信息数据

更新不及时、数据质量不高的将予以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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