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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
四五”规划》政策解读

《临沧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是全市“十四五”重点专项规划之一。

现就《规划》的背景意义、目标任务、主要内容等情况进行

解读。

一、背景意义

临沧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依据《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临沧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编制，主要阐明“十四五”时期全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主要任

务和重大政策措施，是未来五年临沧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事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性文件和行动指南。

二、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和给沧源县边境村老支书们

的重要回信、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第十一

次党代会、省委省政府临沧现场办公会和市第五次党代会精

神，以“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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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为主线，以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区、兴边富民示范区、

国家可持续发展示范区”为重点，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和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为根本目的，坚持促发展与惠民生相结合，推动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临沧市经济社会“第二次跨

越”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民生保障，谱写好临沧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事业新篇章。

三、目标任务

“十四五”时期，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的主要

目标：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切实稳住现有市场主体吸纳就业的活力，不断发展新就业形

态，建立多渠道灵活就业机制，完善灵活就业人员权利保障

机制，抓住全市产业升级发展、“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

契机，创造更多岗位，实现充分就业。建立健全终身职业技

能培训制度，提升劳动力技能水平，缓解结构性失业矛盾，

使城乡劳动者体面工作，努力实现高质量就业。五年累计城

镇新增就业 15 万人以上。

——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险体系，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

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统筹城乡、可持续的基

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制度，把更多群众纳入保障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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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保障项目，努力做到法定人员全覆盖。基本养老保险参

保率稳定在 90%以上。防范化解基金安全风险，确保基金平

稳运行。

——围绕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才队伍结构更加合理

和优化。坚定不移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围绕产业升级、“工

业化、城镇化、现代化”、打造发展新引擎、培育发展新动

能的发展需求，加快建设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较高，

满足临沧跨越式高质量发展需求的高水平专业技术人才和

技能人才队伍。全市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数量分别达

到 10.22 万人、2.56 万人以上。

——构建新型和谐劳动关系，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劳

动关系治理能力明显提高，劳动合同制度全面实施，集体协

商和集体合同制度覆盖面不断扩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

更加健全。完善劳动保障监察制度和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

机制，加大对劳动关系中弱势群体的关注，促进劳动关系和

谐稳定。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结案率、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

案件结案率分别不低于 90%、96%。

——推动数字人社创新发展，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以“数

字云南”建设为契机，以“数字政务”建设为核心，打造“数

字人社”新局面，全面建成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体制机

制更加健全，标准统一、公共普惠、方便快捷、优质高效的

高质量人社公共服务体系。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达到 23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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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以上。

四、重点任务

一是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把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贯彻

市场主导就业，政府调节就业，劳动者自主择业方针，坚持

经济发展的就业导向，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明确

目标，聚焦重点，分类施策，精准发力，稳住就业基本盘、

保住就业最底线，努力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

二是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坚持权责清晰、保障适

度、应保尽保的原则，强化社会保障收入调节功能，实现保

障项目基本完备、待遇水平稳步提高、制度衔接顺畅有序、

管理服务精细便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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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健全。

三是加强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围绕服务全市创新驱

动发展，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

政策，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建设需求引领的高水

平、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队伍，为推动经济社会跨越式高质

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四是加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围绕加快全市基础设施建

设，重点产业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强基础、

建平台、抓竞赛、推改革、促提升”，全面加强技能人才队

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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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健全规范人事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规范事业单位

人事管理配套政策，抓好各项人事管理政策的贯彻落实，实

现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

六是构建更加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坚持依法构建、共

建共享、改革创新原则，遵循和谐劳动关系建设规律、协调

制度发展规律，建立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

稳定的劳动关系。

七是巩固拓展扶贫成果服务乡村振兴。立足就业保障和

社保兜底，贯彻落实“一平台、三机制”四个专项行动要求，

强化防贫减贫工作措施，有效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充

分发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的职能作用，创新工作机制和

模式，为乡村振兴贡献人社力量。

八是全面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以“数字人社”建设为核

心，全面加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提升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五、重点项目计划

坚持项目计划引领，通过实施重点项目计划，支撑全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重大改革顺利推进、重要政策平稳落地、

重点任务圆满完成。

一是实施稳就业保就业重点项目计划。以稳就业保就业

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为目标，实施创业孵化示范、就业

培训实训、就业服务能力提升等重大项目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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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实施社会保险体系建设重点项目计划。以全面提升

社会保险经办服务水平为目标，以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

服务平台建设为核心，实施工伤康复平台、社保档案信息系

统等重大项目计划。

三是实施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重点项目计划。以高层

次人才引进计划和专家科研工作站等项目，切实加大高层次

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引进力度，建设一支助推创新发展、结

构合理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

四是实施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重点项目计划。以提升技能

人才特别是高技能领军人才培养能力为核心，实施青年技能

人才培养、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等重大项目计划，建设一支

满足全市产业发展需求的技能人才队伍。

五是实施和谐劳动关系建设重点项目计划。以和谐劳动

关系示范重大项目建设为载体，为构建新型和谐劳动关系提

供更坚实支撑。

六是实施人社公共服务基础能力建设重点项目计划。以

“数字人社”建设为核心，实施一系列人社信息化建设项目

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促进人社公共服务能力全面增强，服

务质量和水平全力提升。

全市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加强对规划实施的

组织领导，健全规划实施保障机制，强化规划实施监测评估，

确保《规划》各项目标任务落实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