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营商环境是一个地区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表现，
是推动高质量就业的重要一环。

在调查中，市人大代表、宁波中策动力机电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吴杰认为，当前国际环境依然复杂
多变，经济回升内生动力仍然不强。部分企业的投资发展
信心不足，预期不明朗、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行业竞争愈发
激烈、企业成本不断提升。企业投资扩产面临载体空间
不足等问题。

“为优化营商环境，政府要搭建平台，为企业排忧解
难，引导企业转型升级。”吴杰认为，政府部门要进一步激
发市场活力，提振企业发展信心；要推出更多实实在在的
纾困惠企政策，搭建各类创新、人才、法律、融资等平台；
要支持民营企业深度参与科技创新重大项目，鼓励企业
建设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创新中心等平
台，提升科研能级；要紧盯产业化，着眼应用性技术。

大学生农创客年纪轻、有文化、思维新、视野宽、能力
强，农创客正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但是仍然存在扶持
政策落地难、缺乏技术、缺乏设施农业用地等问题。

如何带动更多年轻人返乡创业，培育乡村职业经理
人？

市人大代表、宁波市奉化区乐源果蔬专业合作社社
长、乡创联盟党支部书记宋小赞认为，要把“千万工程”持
续深化好，通过乡村运营引进资金、科技，形成村集体出资
源、政府出规划、乡村CEO出智慧、村民出力量的乡村振
兴共同体，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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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新增就业20万人
如何落实落细？

聚两会 焦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也是今年市两会上的焦点之一。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的“城镇新增就业20万人”的目标，引发各界关注。

稳经济需要稳就业，解决就业问题，根本上还是要靠发展。
这是诸多两会代表委员的共识。

如何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20万人的目标
怎么实现？新就业群体、高校毕业生、技校学生、农民工等重点
群体就业难题怎么破？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1

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是当前就业工作
的重中之重。2023年，我市全力以赴稳岗位、
扩渠道、兜底线，聚焦各类重点群体，实施就业
帮扶援助达19.9万人次，实现就业困难人员再
就业2.09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7.15万人。

今年，我市将聚焦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
生、城镇青年、脱贫人口等外来务工人员、就
业困难人员等失业群体，细致精准实施就业
帮扶，促进尽快就业。

在护航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上，一方
面，各部门合力联动，针对性开展职业指导、
职业体验、创业实践、志愿服务等；另一方面，
多渠道开发搭建企业与人才双向奔赴的平
台，加大岗位信息收集，拓宽招聘渠道，实现
精准快速匹配。

在市政协委员、宁波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第五设计院院长岑孟荣看来，要把
就业服务和关注重点放在就业困难人群和特
殊群体上，尤其是低收入外来务工人员，优化
公共服务，建设“新市民就业创业服务驿站”，
创造更多技能培训机会，帮助外来务工人员
变身“金蓝领”。

伴随着各种新产业、新业态迅猛发展，
“零工经济”催生的招工和就业需求呈现上涨
趋势，我市灵活就业者行列日益壮大。市人
大代表、宁波市美发美容行业协会会长叶万
耿建议，完善和加强零工市场服务体系建设，
全市形成统一零工服务品牌，并打通信息壁
垒，实现全市零工平台数据共享，用数字赋能
保障零工用工需求。同时，完善灵活就业社
会保障政策，提高“灵活保”覆盖面。

记者 李睿清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就业优先战
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今年，我市将着力实施就业优先政策，确
保城镇新增就业20万人，服务创业者超20万
人次，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帮扶率达到
100%，开发保持公益性岗位不少于6000个，
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如何建立更具活力的创业扶持体系？
市政协委员、宁波市劳动保障监察执法

服务中心副主任冯国铭有这样的思考：把促
进创业、带动就业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塑造
宁波特色创业品牌。以新一轮创业政策出台
为契机，不断优化办事流程，提高服务质量。
同时，提升创业平台能级，打造融合“角色扮
演、情景演练、案例分析、专题研讨、头脑风
暴、创业沙盘、讲师点评”等场景的线上线下
创业体验模式。

去年12月，我市发布《关于贯彻落实稳就
业政策全力促发展惠民生的通知》，聚焦着力

扩岗增容、完善创业担保贷款制度、拓宽高校
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渠道、强化就业困难人员
就业援助等方面，提出多项具体举措，进一步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推动就业扩容提质。

“经营主体是稳住就业基本盘的关键，要
加大对企业稳岗扩岗的支持力度。”市人大代
表，镇海区发展和改革局局长、党委书记宋琪
说，“需要减负、稳岗、扩就业多措并举，发挥
政策引导激励机制作用，如春节将至，对稳岗
优工政策的积极落实。同时，通过劳务协作、
校企合作等方式，拓展企业用工保障路径。”

在健全优化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方面，我
市也下足了功夫，将持续增加公共就业创业服
务供给，不断提升就业创业服务水平。2024
年，将深入推进全国公共就业服务能力提升示
范项目，实施基层公共就业工作人员能力提升
计划，持续深化窗口“无差别全科受理”改革，
推进高质量就业社区（村）提质扩容，全年新建
高质量就业社区（村）100家，并落实人社服务
专员制度。

落实就业优先政策2

服务重点群体就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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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银行专栏

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
思想发源地的湖州安吉，当地针对矿山开
采严格落实“边开采边治理”。宁波银行
湖州分行作为宁波银行全行首家绿色金
融工作试点行，主动探索“绿色金融”服务
方案，突破担保方式限制，向承建企业发
放2.88亿元矿山修复项目贷款，用于矿区
建改造项目和矿区生态环境修复，项目同
时带动近3亿元产值的相关产业发展，解
决了当地1000多名劳动力就业问题，实
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同步提
升和可持续发展。

宁波银行湖州分行通过金融赋能，帮
助矿区恢复生态环境，这并非宁波银行践
行绿色金融的孤例。

在衢州，宁波银行推出“绿色低碳贷”
等产品，基于企业、个人的碳账户登记，给
予利率、额度等差异化金融支持，同时将
低碳环保理念融入日常经营管理，在分行
内形成“人人都能做、人人都会做”绿色金
融的工作格局。

在宁波，宁波银行北仑支行2021年
10月发放了基于企业自身碳排放配额质
押的2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这是宁波首
笔以碳排放配额作为质押物的贷款业务，
将企业碳排放权配额资产转化为绿色低
碳的发展资金。

据悉，宁波银行已将绿色信贷纳入三
年发展战略规划，明确了短期目标和中长
期目标。从短期目标而言，宁波银行将实

现绿色贷款增速高于全行各项贷款增速，
并有效运用好碳减排支持工具；从中长期
目标而言，宁波银行将深化绿色金融改革
与创新，提高绿色金融资产占比，完善
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风险管理，
健全绿色信贷长效机制。

宁波银行积极引导授信资源向低碳
项目、绿色转型项目倾斜，对绿色企业或
投向为绿色领域的企业申请贷款时，优先
给予信贷规模支持，并在业务办理流程上
给予优先审批、优先放款的绿色通道。

在行业政策方面，宁波银行重点支持
国家鼓励的节能环保、清洁能源、基础设
施绿色升级改造产业。在产品政策方面，
宁波银行优先支持绿色项目贷款和绿色

债券，同时探索创新多元化产品服务。
2023年2月14日，由宁波银行为主承销
商，兴业银行为联席主承销商的全国首单
碳资产转型债券“23华光环保 SCP004
（转型/碳资产）”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
发行规模2亿元。本期债券通过结构化
设计，将债券收益率与碳排放配额收益率
进行挂钩，实现投资者市场化激励。

截至2023年9月末，宁波银行绿色贷
款余额357.83亿元，较年初增加120.74
亿元，增幅50.93%，高于全行各项贷款增
幅；前三季度在碳减排重点领域累计投放
22笔碳减排贷款，合计金额5.42亿元，带
动年度碳减排量12.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周雁

宁波银行：推进绿色金融，助力低碳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