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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阶段性补贴中长期保障措施
稳就业促发展《实施意见》发布

轴承叉车仪器仪表争当“网红”
销售干将组成“直播CP”带货

工业互联网领域诞生新风景    昨天下午，周琳楠和朱祎琬

来到上海首届工业品交易节的一
个活动现场。他们俩代表壳牌（中

国）有限公司参加震坤行工业超
市组织的“行家精选”抖音直播，

重点介绍传统外企在数字化服务
上的创新。

这对“直播 CP”看起来有些疲

倦，又有些兴奋。“前一天彩排了
很久，嗓子都有点哑了。但对直播

很期待，我们有信心把空压机油
等产品做成爆款。”周琳楠是公司

销售部门的颜值担当，她说的空
压机油这款产品就在一站式工业

用品服务平台“震坤行”售卖，而
这背后的逻辑和生态，远不止卖

货这么简单。

平台化让工业品
“一网打尽”

展示、问答、抽奖，销售主管们

正在适应直播新形式。“疫情前我
们已在尝试直播了，这次我们派的

都是俊男靓女，在产品讲解形式上
也做了很大改进，希望用更生动、

接地气的方式让品牌形象和产品
理念深入人心。”壳牌（中国）有限

公司工业润滑油销售总监杨搏介
绍说。壳牌既是震坤行的投资方，

也是震坤行连接的上游供应商，还
是用户，也就是说，壳牌既为平台

用户提供产品，自己也到震坤行超

市采购各类工业品。
震坤行就像工业领域的亚马

逊，平台提供近 400万种工厂使用
辅料与易耗品，帮助企业实现一站

式采购。“与消费电商不同，个人到
淘宝、京东下单的决策很快，自己

就能做决定，而企业采购涉及到多
部门。同时，对产品交付来说，我们

追求的不是‘更快’，而是‘更准’，
根据企业的生产周期实现准确交

付。为此，我们在全国建了 10个区

域联合总仓和 50个服务中心，很
多产品在我们自己的仓储系统里

就有备货。”震坤行产品营销总监
王涛介绍说。

在这个超市里，企业采购只需
动动手指，一键自主完成“选型、比

价、下单、审批”等一体化在线采购

流程，轻松实现数字化采购。

为 “中国制造”带
流量推品牌

震坤行昨天举办的“行家精
选”活动是上海首届工业品在线交

易节的重要内容。交易节期间，德

国汉高、法国圣戈班、德国永恒力、
上海制皂等国内外知名工业品牌，

都推出了自己的直播节目。
“在工业制造领域，壳牌已经

很知名，但酒香也怕巷子深，在中
国产业互联网发展的大背景下，我

们一定要紧紧把握这个机会。目

前，我们的销量已有 25%以上来自
震坤行这种在线平台。”杨搏认为，

疫情加速企业的数字化进程，直播
可以为企业的在线经营提供更完

整、更丰富的生态，帮助企业全面
拥抱数字时代。

“行家精选”活动现场，河北

中泊防爆工具集团有限公司、浙
江通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珠海

格之格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华硕
电脑（上海）有限公司等都派出精

兵强将组建“直播天团”，他们推
销的产品是防爆扳手、灯具、打印

机、电脑⋯⋯

国内很多企业产品不错，但品
牌很弱，震坤行借交易节推出了民

族品牌扶持计划，帮他们扩大曝光
机会，向采购商推介、组织团购等，

让性价比高的中国品牌有机会入
选各类企业的采购清单。

植根产业打好互
联网下半场

作为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支撑，
工业互联网正在全球范围内不断

颠覆传统制造模式、生产组织方式
和产业形态。作为工业互联网创新

发展先行城市，上海在工业互联网
的车道上已经领先一个身位，并已

经涌现出一批擦亮“上海制造”名

片的示范应用。拥抱工业互联网，
汽车行业有了“花式”玩法，上汽大

通提出“个性化”定制，用户只要动
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选配一辆属

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爱车；C919
国产飞机中 200多万个零部件实

现与人、机、车间及各控制系统、管
理系统的广泛互联；三菱电梯可远

程监控约 6万台电梯⋯⋯
在本届工业品交易节上，制造

业和互联网、制造业和生产性服
务业融合发展的新鲜玩法集中亮

相。“产业互联网需要长时间耕耘，
并不是一站上风口就能呼风唤雨。

除了交易平台，我们为企业量身定
制各种数字化工具，也推出了基于

物联网的应用和服务，比如仓库完
全无人智能化的管理等。”王涛认

为，类似震坤行这种在线平台的
根本目的是要植根产业，推动制

造企业的数字化水平。
对上海来说，工业互联网也必

将是互联网下半场的重点发力点。
两月前发布的上海在线新经济行

动方案中提出，要打造面向重点产

业、重点环节的行业级和通用型工
业互联网平台，鼓励企业利用产业

电商平台优化供应链采购、分销体
系。就在上个月，上海还公布了“工

赋上海”三年行动计划，着力推动
工业互联网创新升级。

本报记者 叶薇

上海首届工业
品交易节已举办一
月有余，一批制造企
业通过直播带货的
方式连接供需两端，
企业高管、销售化身
主播，轴承、叉车、仪
器仪表等工业品争
当“网红”，成为上海
发展在线新经济的
独特风景。这背后，
是“中国制造”数字
化进程提速，是上海
在工业互联网领域
的孜孜耕耘。

在线新经济聚聚聚焦焦焦

今天上午，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教委、市国资委、市就业促进中心等部门负责人出席
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介绍最新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促发展工作的实施意见》。

■ 周琳楠和朱祎琬（右一、右二）在行家精选直播中为工业润滑油产品带货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张岚介绍，截至 5月底，上海市整体
就业人数超过 1015万，略高于去年

同期水平，应该说很不容易。户籍劳
动力就业占比稳定在 80%以上较

高水平，登记失业人数是 16.59万，
控制在较低水平。但各项不利因素

仍将在较长时期内持续影响本市就

业形势，整体就业形势依然严峻，亟
需出台一系列强有力的稳就业政策

举措为企业减轻负担、为市场注入
活力、为劳动者提振信心。根据国家

对稳就业工作的总体规划，上海制
定出台了《实施意见》。

融入更多“上海特点”

《实施意见》兼顾国家部署与本
市特色。国家文件所明确的一系列

稳就业新思路、新政策，在本市《实
施意见》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同

时，《实施意见》中融入了更多“上海
特点”：比如，发挥上海金融优势，进

一步强化对企业的金融支持政策；

推进“新网络”“新设施”“新平台”
“新终端”建设，拓展就业新空间；紧

密结合促进就业和延揽人才，加大
临港新片区、长三角绿色生态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等重点区域对高校毕
业生就业工作的支持力度等。

兼顾短期纾解矛盾与中长期保

障需求。在短期纾解矛盾方面，通过
各类阶段性补贴政策，帮助企业和重

点就业群体渡过难关，包括延长困难
企业职工在岗培训补贴期限、给予用

人单位吸纳重点群体一次性补贴、延
长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

补贴期限等；在中长期保障需求方

面，集中体现稳就业工作，如对中小
微企业的金融支持新政策、对个体工

商户的一揽子扶持政策、降低制度性
成本稳定外贸措施、促进高校毕业生

就业的系列措施等。
兼顾机制完善与服务创新。在

机制完善方面，提出了完善民营和
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绩效考核激励

机制，建立信用乡村、信用园区、创
业孵化示范载体推荐机制，引导平

台企业与从业人员建立沟通协调机
制，健全多方参与的就业形势研判

机制等；在服务创新方面，提出了建
立跨部门综合服务平台加强企业产

销融通对接、引导优质孵化载体承
担公共服务事务、全面推进灵活就

业登记制度、推进公共就业服务事

项对接“一网通办”总门户等。

紧扣“六稳”“六保”目标
本市《实施意见》紧扣中央提出

的“六稳”“六保”目标，以“稳就业”

为总体目标，以“保居民就业、保基
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为主要脉络，

共分为七部分 26条。总体来看，包
括了着力加大力度保市场主体、着
力拓宽渠道保居民就业、 着力强化
托底保基本民生和着力完善机制加
强保障四大部分。

通过加大减负稳岗力度和金融
支持，解决企业经营和用工成本高的

问题；通过一系列措施引导企业开拓
国内市场、加大投资、稳定外贸，解决

企业因业务收缩导致岗位流失的问
题；通过挖掘内需、培育壮大新动能

等措施，解决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创造和拓展就业空间的问题；通过加

大个体工商户扶持力度，解决相关群
体抗风险能力较弱的问题。

通过鼓励用人单位吸纳就业的
各项补贴政策，解决部分劳动者就

业竞争力偏弱的问题；通过优化创

业带动就业政策，解决创业者面临

的资金、场地、能力等问题；通过支持
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加强托底安

置就业、稳定高校毕业生就业等措
施，解决阻碍灵活就业人员、就业困

难人员、高校毕业生等各类重点群体
就业的突出问题；通过推进职业技能

提升行动、加强职业培训基础能力建

设，解决劳动者就业能力不足的问
题；通过吸引优秀人才和保障劳动者

有序来沪就业等措施，解决本市人才
和劳动力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通过提

升就业服务能力、加快建设信息化服
务平台等措施，解决企业和劳动者迫

切需求的线上就业服务和各类业务
不见面办理问题。

通过完善失业保险政策，加大
失业人员的生活保障力度；通过优

化困难人员生活保障措施，增强其
就业意愿和就业稳定性。

通过完善工作组织协调机制、
资金投入保障机制、就业形势监测

机制等，努力打造工作有合力、绩效
有考核、资金有保障、形势有监测的

稳就业工作体系。

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表示，受

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和新冠肺炎疫

情等因素影响，本市 2020届高校毕
业生就业工作面临新的挑战。一方

面，就业群体持续增加；另一方面，

用人需求有所下降。在促进高校毕

业生就业工作上开展了多方面工
作，制订出台应对疫情做好高校毕

业生就业工作的政策，全力突破当
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关键难点。

搭建平台， 组织各类毕业生网
络招聘。拓展渠道，促进毕业生多渠
道就业。增加岗位，开发各级各类用
人单位需求。要求中央在沪企业、市
属和区属企业，在今年新增岗位中

拿出不低于 50%的招聘计划，面向
本市高校毕业生定向招聘。市经信

委、国资委、商务委等单位共动员
3000 多家单位提供了 65000 多个

招聘岗位；“大学生村官”“三支一
扶”等基层就业项目招录规模在原

有基础上增加一倍。
倪闽景最后对应届毕业生和毕

业生家长们提了三点建议：一、认清
形势，增强信心；二、减少观望，建议
先就业再择业；三、更新观念，理性
择业。 本报记者 屠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