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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使用信息网络，面向农民工群体的招聘网站等平台

不够丰富，新生代农民工即使使用现代信息网络，也难

及时获取最新并适合其需求的用工信息。三是组织输出

成效不明显，农民工组织输出主要采用输入地与输出地

直接进行劳务对接的形式，输出成效不太明显。

3、权利保障有待提升

近年来，外出务工人员中在快递、房屋中介服务、

微商、网络主播等行业灵活就业人员数量庞大，岗位不

稳定，社会保险、劳动维权等自身利益难以有效保障。

一方面是农民工维权意识不强，在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

害时不能及时及向相关部门反映问题并寻求帮助。另一

方 面 企 业 用 工 行 为 也 不 够 规 范 ， 在 劳 动 合 同 签 订 、 续

订、变更、终止、解除过程中随意性大，不遵守法定程

序，加之就业竞争压力大，违反劳动法律法规、损害农

民工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

4、专业技能水平较低

大 部 分 农 村 劳 动 力 未 受 专 业 技 能 培 训 ， 综 合 素 质

普遍较低，只能从事单纯的体力劳动，劳动力素质与用

工企业要求不相符现象较为突出。随着青海省发展目标

与定位进一步明确，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深化，“一优两

高 ” 和 “ 四 地 ” 需 要 更 多 具 有 较 高 专 业 技 能 的 产 业 工

人，靠以往单纯出卖劳动力的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当前

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品质改善的需求。因此，加强更为

科学、有效、实用的农民工培训已经成为一项非常紧迫

的任务。

5、欠薪问题时有发生

欠薪问题是农民工权益保障的老大难问题，仅互助

县2022年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受理并协调处理农民工

工资欠薪案件就有41件，涉及劳动者3109人，涉及金额

1.248亿元。工程建筑行业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重灾区，

对于建筑工地拖欠工资纠纷屡禁不止的问题，从实际情

况看，主要还是层层转包、管理不规范所引起的，需要

进一步从建筑行业管理的源头进行治理，推进工资支付

保证金制度进一步落实。

有效促进和保障农民工就业的对策建议

1、持续扩大农民工就近就地稳定就业

一 是 发 展 富 民 产 业 。 依 托 “ 五 个 示 范 省 ” 建 设 发

展特色产业，立足乡村资源，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发掘

乡村多元价值，通过富民产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二

是以项目建设拓展就业岗位。在组织实施高标准农田建

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项目时，

尽 量 吸 纳 更 多 当 地 农 民 工 参 与 建 设 ， 促 进 就 地 就 业 增

收。三是大力培育农村创业创新带头人。通过农民专业

合作社规范化培训、农村创业项目孵化等方式推动农民

以创业带动就业。

2、提高农民工择业就业能力

伴 随 着 产 业 结 构 升 级 的 新 常 态 ， 农 民 工 的 技 能 素

质提升迫在眉睫。高技能的人力资本回报不仅有助于农

民工实现城市融入，也对其返乡创业具有积极的推动作

用。要因地制宜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和能力提升，

建立专项资金，依托企业、职业技术院校等平台，加大

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在做好传统行业培训项

目的同时，开展乡村旅游服务、农村电商、农业经理人

培训，特别注重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弥补其

流动性大、劳动年限相对较短的劣势。

3、积极打造推广特色劳务品牌

深入挖掘全省生态、资源、文化和人力资本优势，

依托特色产业培育特色劳务品牌。健全完善特色劳务品

牌建设和培育机制，进一步优化建设方案和相关制度，

加大对重点产业、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示范县的支持

力度，加快出台《青海省劳务品牌认定管理办法》，扩

大劳务品牌技能和经营人才规模，培育劳务品牌优势和

龙头企业，进一步提升“青绣绣娘”“青海拉面”“互

助家政”等特色劳务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促进区域

农民工高质量就业。

4、有效促进农民工市民化

有效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

和提高城镇化质量的关键。一方面是进一步推进城市户

籍制度改革，促进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向常住人口覆盖，

逐步解决农民工群体在流入市（县）的社会保障、医疗

服务、子女教育等问题，为农民工的市民化转型提供便

利。另一方面是鼓励和引导农民进城购房，出台鼓励支

持农民进城购房的政策，通过购房补贴、契税减免、贷

款贴息等方式对在城市稳定就业，居留意愿较强的进城

购房农民予以支持。

5、强化农民工权益保障

一方面，要多管齐下根治欠薪，持续探索完善建筑

行业农民工实名制，落实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稳步

推进农民工工资保证保险，不断优化根治拖欠农民工工

资行为的制度和政策措施，同时也要坚持开展治理欠薪

专项行动，在春节等重要时间节点集中解决农民工欠薪

问题。另一方面，要推动农民工依法参与社会保险，积

极落实统一农民工和城镇职工参加失业保险政策，督促

生产经营单位为农民工按时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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