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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应届生就业率多年始终保持在90%以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合肥市累计投入就业创业资金达

50 亿元，城镇新增就业人口达 162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

率始终控制在 3％左右，就业创业工作稳中趋好。来肥

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人数年均突破 9 万人，年底应届高校

毕业生总体就业率一直保持在 90%以上的较高水平。

2019 年上半年合肥市城镇登记失业率 2.80%，处于近年

来的低位水平。

国有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超10万元
从城乡结构看，城镇就业人员规模不断扩大，大量农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成为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城乡就

业格局发生历史性转折，城镇就业人数已经超过乡村。

从三次产业结构看，第三产业逐步成为吸纳新增就业的

主体，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由10%上升至45%左右，第

三产业占主导的“倒金字塔形”就业结构进一步形成。从

不同经济类型看，随着私营和个体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占到城乡就业人员的近半数。2018 年底，合肥市就

业人员达538.1万人，各行业法人单位数达234978个，城

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 77484 元，国有单

位就业人员劳动报酬年平均工资为102954元。

合肥就业制度实现根本性变革
上世纪八十年代上半期，城市下放知青大量回城等

待就业，大批留城知青和新成长劳动力需要安置，形成

待业高峰。到 1984 年，基本解决了十年浩劫遗留的待

业问题。90 年代初期，伴随着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和经

济结构调整，城镇出现大批失业和企业富余人员，1993

年开始实施“再就业工程”，实行企业安置、个人自谋职

业和社会帮助安置相结合，重点帮助生活困难的企业富

余人员实现再就业。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劳动者自

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新

时代就业方针，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逐步建立并不断完

善，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已达到584家
从 2002 年开始确立积极就业政策体系的基本框

架，到 2005 年积极就业政策进一步延续扩展，从 2008

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形成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到党

的十八大以来更加突出创业和就业紧密结合、支持发

展新就业形态、拓展就业新空间，演进到 2018 年下半

年以来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一系列稳就业政策全面发

力，积极就业政策逐步迭代升级。从早期开办劳务市

场和人才市场到两者整合，合肥市逐步建立起覆盖市、

县、街道（乡镇）、社区（村）的四级公共就业服务网络，

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基本形成，先后建立国

家级人力资源产业园，成立合肥市人力资源协会。目

前，全市已有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584 家，全年营业收入

235.78 亿元，从业人员 2.38 万人。

65个各类创业园区，带动就业5.56万人
合肥市建有 65 个各类创业园区，带动就业 5.56 万

人。实施创业孵化“3+2”模式，建成市级以上众创空间

75 家（其中国家级 18 家）；市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 59

家（其中国家级 12 家）；加速器 8 家，在孵团队超 5000

个、入驻初创企业超 6000 家。综合运用金融工具，将个

人创业担保贷款额度统一调整为 15 万元。对当年新招

用各类登记失业人员达到一定比例的劳动密集型小微

企业，贷款贴息额度由 200 万元扩大到 500 万元，按贷

款基准利率的 50%给予贴息。创新开发青年创业引导

资金，累计支持项目 645 个，直接支持金额 4.24 亿元，带

动吸纳就业 15000 人。设立大学生创业创新引导资金，

面向在合肥市创业的高校毕业生发放 2 年、10 万元免担

保免利息贷款。自 2017 年资金运作以来，共扶持 339

名高校毕业生在合肥市成功创业，发放贷款 2.33 亿元，

带动吸纳就业 9123 人。

年底合肥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超9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合肥市实施积极就业政策，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

分就业目标，就业总量持续增长，就业结构不断优化，就

业政策与就业服务体系日趋丰富完善。

□ 范家生 刘谢晴 记者 祝亮

一家人温饱无忧，姐妹仨有学上
胡连珍的老家在阜阳，1949 年 10 月 1 日，新

中国成立，“那一年，我 5 岁，虽然年纪小，但我依

稀记得，家里发生的变化。”胡连珍说，新中国成立

前，父亲在当地一家饭馆帮厨，母亲负责照料奶奶

和她们姐妹三人，“一家六口人全靠父亲一个人养

活，日子过得非常艰难，不仅房子是租的，饿肚子

更是家常便饭，做梦都盼着有一天能住上自家的

房，吃上饱饭。”

新中国成立后，家里有了房和地，“父亲则去了一

家饭店上班，专门负责包饺子、擀面条。”胡连珍说，家

里的条件逐渐改善，父亲的工资足够维持一家人的生

计，从此温饱无忧，“我最大的感受是，父亲、母亲和奶

奶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了。”

最令胡连珍惊喜的是，新中国成立后，自己和

两个姐姐有学上了，“上学不用交学费，这可把我们

姐妹仨高兴坏了。”她说，这还彻底改变了姐妹三人

的命运和人生轨迹，“如果没有这项政策，我和姐姐

们可能一辈子目不识丁，长大后，该种地种地，该嫁

人嫁人。”

比胡连珍大10岁的大姐走进校门后，成绩优异，

一路跳级，最后考上了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至当

地教育局工作，“二姐更厉害，后来还考上了军校。”她

说，自己也读到了初中毕业。

从阜阳老家到合肥，成为“高薪”验收员
上过学、读过书的胡连珍在 1964 年迎来一个改

变人生轨迹的机遇：江淮仪表厂在阜阳招募一批半工

半读的学生，“我被选上了，并来到合肥。”胡连珍说，

那时的合肥，路很窄，房子很旧，一眼望去全是平房，

“二层小楼都少见，如今繁华热闹的五里墩在那时还

是郊区呢。”

“半工半读 4 年后，我正式成为厂里的一员，”胡

连珍被分配到车间，成为验收员，“我记得月工资是

32.5 元，这在当时算是‘高薪’了，24 岁的我拿着工

资，感觉幸福感爆棚，我记得，那时候，一张电影票才

8 分钱。”

在车间穿梭忙碌的日子里，她认识了老伴，1973

年，两人步入婚姻殿堂，并双双搬出简陋的单身宿

舍，“厂里给我们分了一间带厨房的房子和床、桌椅

等家具，当时感觉太幸福了。”那时的胡连珍想也不

敢想，此后，居住条件会越来越好，生活条件也会越

来越好。

“结婚时，我们拍了一张两寸结婚照，回了一趟老

家看望父母，回厂后，买了一包水果糖分发给同事们，

就算是结婚仪式圆满完成。”胡连珍说，虽然没有婚

宴、戒指，但这已算是当时最好的“结婚仪式”了。

房子越住越宽敞，家庭条件越来越好
婚后，胡连珍和老伴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每个月

工资除了生活开销，还能攒下一部分。”几年后，家里

开始陆续出现家用电器的“身影”，“上世纪 80 年代

初，家里更是添置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每天晚上下班

后，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旁，一边看电视，一边唠家

常，特别温馨。”

90年代初，胡连珍一家四口搬进了新居，“这是一

个有两间房的套间，从此，一家人不用再蜗居一室

了。”渐渐地，冰箱、洗衣机等新式家电也“走”进了她

的家，“2000年左右，我们又搬家了。”这一回，一家人

搬进了一套两室一厅住房。

“2009 年，这套房子拆迁了，我们一家分到了两

套80多㎡的高层楼房，一套我们住，一套给儿子。”胡

连珍说，如今，自己和老伴的晚年生活十分惬意，“老

伴每天遛遛弯、做做家务，我每天看看书、读读报、写

写日记。”

住着宽敞明亮的电梯楼房，拿着丰厚的退休工

资，吃药看病有医保……胡连珍说，70 年前的自己怎

么也不敢想，自己的人生路会越走越“甜”，70 年后的

自己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这一切都是托党和政府

的福，这份恩情，我将铭记终生。”一家四口的合影

房子越住越宽敞，家庭条件越来越好

70年岁月变迁，她的人生路越走越“甜”
从常年饿肚子到温饱无忧；从阜阳老家到合肥；从简陋

宿舍到宽敞住宅楼……75岁的合肥市美虹社区居民胡连珍

说，70年岁月变迁，犹如画卷般在自己的脑海中不时展开，

70年间，自己的人生路越走越“甜”，“新中国成立不仅改变

了我的人生轨迹，还改变了全家人的命运！”

□ 月云 桂莲 雨静 记者 马冰璐 文/图

胡连珍和老伴的结婚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