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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支持高校毕
业生就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近日会同有关部门印发通
知，明确2022年“三支一扶”计划招募

高校毕业生3.4万名，比去年增加2000
名。

当前各省份正在抓紧组织报名考
试。具体怎么报考，到基层工作实

际待遇如何，未来怎么流动？记
者采访了权威部门有关负

责人。

怎么报考、待遇如何、怎么流动
——聚焦2022年“三支一扶”计划

怎么报考？专

科生、往届毕业生可

以报名吗？

“三支一扶”计划，是有关
部门联合实施的引导鼓励高校
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示范项
目，即选派高校毕业生到基层
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
村振兴等服务。

据人社部人力资源流动
管理司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三支一扶”计划面向 2022 年
应届毕业生和离校 2 年内未
就业毕业生开展招募选拔，招
人难、留人难地区可结合实际
适当放宽专业、学历等方面限
制。

通知要求，各地人社部门
于6月征集发布岗位、组织笔试
面试等。要把握时间节点，按
时推进公告发布、招募选拔、培
训上岗及期满考核等工作，原
则上各地要在 8 月底前完成人
员招募工作。

截至目前，至少已有北京、
山西、江西、广东、贵州、四川等
17 个省份发布了 2022 年“三支
一扶”计划招募公告，部分省份
已经组织完成了考试。还有省
份正在公布第一批无人报名或
无人递补的岗位及新增岗位，
并将根据成绩排名确定第二批
招募人员。

人社部人力资源流动管理
司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在原
有服务领域基础上，进一步拓
展了乡村建设助理员、野生动
植物保护员等服务岗位，为高
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提供更加
广阔的空间。

在会同有关部门增加中央
财政支持招募名额的同时，今
年人社部还将指导有条件的省
份结合实际进一步扩大招募规
模，为高校毕业生提供更多到
基层工作的机会。

人社部人力资源流动管理
司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三支
一扶”计划的招募聚焦三个重
点：一是向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县、脱贫县、易地扶贫搬迁大型
和特大型集中安置区所在县倾
斜，首次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县实行计划单列。

二是向革命老区、民族地区
和边疆地区等倾斜，对招人难、
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继续实
行放宽专业要求、降低开考比
例、提高本地户籍毕业生比例的

优惠政策。
三是优先招募脱贫户、零就

业家庭毕业生，优先招募已参加
规范化培训的医学专业毕业生。

为了支持鼓励高校毕业生
“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流得
动”，相关待遇同时也需落实好。

通知明确，2022 年，中央财
政按照东部地区每人每年1.2万
元、中部地区2.4万元、西部地区
3万元（西藏、新疆南疆四地州4
万元）和一次性安家费每人3000
元的标准给予补助。

通知还要求各地加大资金
支持力度，按照有关规定缴纳基
本养老、基本医疗、工伤保险，结
合实际创造条件缴纳住房公积
金、办理补充医疗和人身意外伤
害险等，发放艰苦边远地区津
贴。推动基层服务单位加强工
作生活保障，参照本单位人员标
准给予相应补助。按月足额发
放工作生活补贴，保障达到当地
乡镇机关或事业单位从高校毕
业生中新聘用人员试用期满后
工资收入水平。

能否合理流动，事关青年未
来。据介绍，“三支一扶”人员服
务期满后，可享受机关公务员定
向考录、事业单位专项招聘、升
学加分等专项支持政策，符合条
件的还可以同等享受应届毕业
生优惠政策。

“我们还将鼓励推动各地
完善期满流动政策，畅通流动
渠道，创新流动服务，促进青年
扎根基层成长成才。”人社部人
力资源流动管理司有关负责人
表示。

通知要求各地落实公务员
定 向 考 录 、事 业 单 位 专 项 招

聘、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等支
持政策。要在县乡基层事业
单位公开招聘中拿出一定数
量或比例的岗位对服务期满
考核合格的人员进行专项招
聘，并增加工作实绩在考察中
的权重，聘用后可以不再约定
试用期。

通知还提出，要积极拓宽
基层留人、用人渠道，组织开
展 多 种 形 式 的 专 场 招 聘 活
动，深挖基层各类工作岗位，
并将有创业意愿的纳入创业
引 领 行 动 等 项 目 ，按 规 定 落
实扶持政策。符合条件人员

可同等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
政 策 ，以 及 考 研 初 试 加 分 政
策。加强对服务期满人员的
跟 踪 培 养 ，建 立 联 系 服 务 机
制，在职称评定、进修学习等
方面予以优先。

据了解，2021 年服务期满
人员中近 7 成被机关事业单位
录（聘）用。近年来，“到基层、
到一线”的就业观念被越来越
多高校毕业生接受，“三支一
扶”计划报考比例逐年提高，山
西、贵州等省份报名录取比例
已超过50比1。

（据新华社电）

名额会向哪些地区和毕业生倾斜？待遇如何？

服务期满后可获得哪些优待？未来如何流动？

（（网络图网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