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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闵丹

专题【关注】

培训帮扶 部门联动 政策支持

培训帮扶：
让普通百姓享受创业红利

2012年， 永乐店镇的农民芦
洪春在村委会广播中听到了通州
区的创业培训班正在招生， 便萌
生了想要参加的念头 ， 那个时
候， 快50岁的他， 刚经历了一次
创业失败的艰辛， 和几名社员共
同种植的 “黑花生” 产量和销路
都不太理想。 正在犯愁时听到了
创业培训的信息 ， 果断地报了
名。 50岁的农民二次创业？ 但当
时的通州区人力社保局却在转变
帮扶思路： “大众创业、 万众创
新”， 这里的 “大众” 绝不仅仅
是拥有高技术、 高学历的顶尖人
才， 更是有着创业意愿和创业激
情的普通劳动者。

就这样， 芦洪春正好赶上通
州区人力社保局刚刚在创业培训
中启用的新课程和新的培训模
式———创业一体化见习培训模
式。 新的模式不仅有创业理论教
学， 还紧接着到创业见习基地进
行手把手式的实地演练增强针对
性 ， 实际操作所学到的创业评
估 、 调研 、 项目选择 、 商务洽
谈、 开办营销、 人员和日常管理
的方法及技巧， 强化实际运用所
学创业知识技能的本领。

在那18天的培训中， 芦洪春
在每一个模块的学习中都积极与
创业导师探讨一个养殖项目的可
行性， 就是北欧的鱼种丁桂鱼，
俗称 “冰棍鱼”。 这个鱼种非常
少有， 肉质特别鲜美， 虽然产量
有限， 但市场前景应该有比较大
的发展空间。 看到他的执着劲，
通州区人力社保局组织相关渔业
养殖及产业链运营的专家组成考
察组实地对他所要创业的项目进
行了专门的研讨， 分析项目的可
行性。 在创业专家的帮助下芦洪
春也做出了属于自己的可行性分
析报告。 市场前景不错。 本身水
面养殖就在他所在农村经济合作

的经营范围内， 有他牵头， 社员
们都非常支持， 很快30多亩水面
的鱼池就建设完毕， 鱼种的拖放
及前期水质的控制非常的重要。
按照创业帮扶政策， 通州区人力
社保局对每一名参加过创业培训
的学员都要开展最短不少于6个
月， 最少不低于6次的后续跟踪
服务， 在后续服务中建议他在保
证鱼顺利成活的同时也要进行销
售的准备， 因为这种鱼的养殖周
期短， 但批次跟的非常紧， 很多
涉及销售的工作都要提前做， 包
括注册自己产品品牌， 通过在线
销售等等。 用芦洪春自己的话说
自己这些原来想都不敢想的办法
都实现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的 “冰
棍鱼” 顺利拥有了自己的品牌，
并且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在各大
四星级以上的饭店都能见到用
“冰棍鱼” 做出的各种美味佳肴。
现在的芦洪春又在此基础上不断
拓宽产品品种， 直接带动当地农
村转移就业劳动力就业 37人 。
2015年， 他所在的顺旺农村经济
合作社成为了通州区的创业见习
基地， 为通州区创业者提供见习
服务。

同一年， 通州区人力社保局
将平民化创业作为创业工作发展
引擎， 根据副中心建设实际和普
通劳动者创业需求逐步建立了一
套极具通州特色的创业扶持工作
体系。 “因地制宜” + “因人制
宜” 构建创业生态圈； “课程创
新” + “流程再造” 见习培训一
体化； “在线指导” + “口袋课
堂” 实时更新信息共享； “动态
跟踪” + “专家回访” 全程把控
关键路径， 这些工作的开展都有
效的保障了通州区创业培训后学
员开办企业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并
可持续经营的创业成功率。 截至
目前 ， 共计培训各类学员 2988
人， 其中可持续经营创业成功的
有 1079人 ， 创业成功率 36.1% ，
带动就业6050人。

部门联动：
做强“大创业”工作体系

创业人员刘冰是一个地道的
北京人， 早在1998年他在丽江开
设了一家风格客栈 ，2008年因为
需要照顾家中老人回到了北京，
可是丽江情怀一直萦绕着他 。
2008年9月，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
在国旺胡同看中了一处四合院，
经过改建，“丽江庭院” 这个具有
丽江客栈风格的小店落成了，延
续了他的北京丽江梦。 但随着小
店生意的日益红火， 他在经营场
地、 人员招聘方面遇到了发展瓶
颈。 2010年底，安定门街道社保所
邀请刘冰加入了 “创业者沙龙”，
在了解他的实际困难后， 制定了
专项创业帮扶方案， 为他提供政
策解答，寻求房屋资源，推荐失业
人员就业。如今，丽江庭院已经在
北京开了四家分店， 经营走上了
正轨，为近百名 “4050”失业人员
安置了工作岗位。

记者从东城区人力社保局获
悉， 通过多部门联合的方式， 东
城区不仅做强了 “大创业” 工作
体系， 更将积极开展京津冀地区
创业合作， 发挥该区创业资源优
势， 带动周边地区共同发展。 由
东城区人力社保局建立的 “就业
服务联盟”， 联合东城区产促局、
东城区工商分局、 中关村东城园
等部门组建 “大学生创业宣讲
团”， 组织开展 “大学生创业大
讲堂”、 “校园孵化园对接会”、
“驻区重点企业校园招聘行 ” 、
“高校毕业生暑期招聘月” 等活
动， 多次深入中国人民大学、 中
央戏剧学院、 首都经贸大学、 北
京理工大学等高校宣传创业帮扶
政策， 开展创业培训， 提供创业
指导等常态化服务。 2016年， 开
展大学生创业指导服务300余人
次， 帮助40余名大学生对接入驻
嘉诚 、 嘉润等创业孵化示范基
地 。 团 区 委 举 办 “和 咖 啡 ” 、

“社区青年汇” 等创业服务活动，
开展各类路演、 创业者沙龙、 讲
座活动40余场， 推荐100余名创
业青年参加 “创青春” 等各类青
年创新创业大赛， 选送的 “建筑
渣土3D打印技术 ” 创业项目荣
获大赛银奖。

目前， 东城区共建立17家创
业孵化基地， 其中市级1家 ,区级
4家， 为20所外联高校搭建创业
服务平台。 打造新型创业投融资
平台， 组建创业项目征集平台，
定期举办创业项目专场推介会，
搭建起创业者与投资企业间的沟
通渠道。 2016年， 4家区级创业
孵化示范基地全年新增32家大学
生创业企业， 带动1680名大学生
就业。 此外， 还通过建设 “众创
空间聚集区” 的方式延伸服务范
围， 以东城文化人才 （国际） 创
业孵化基地为基础， 建立 “东城
区文化人才创业培训学院 ” ,开
创北京嘉诚科技融合基地+中小
企业服务中心的服务模式， 积极
开展京津冀地区创业合作， 发挥
区内创业资源优势， 带动周边地
区共同发展。

政策 “破局”：
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

可采用 “六种模式”

在2017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活动周北京会场举办的 “双
创政策解读发布会” 上， 北京市
各部门推出了多项利好政策， 其
中北京市人力社保局解读了今年
发布的 《关于支持和鼓励高校、
科研机构等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
员创新创业的实施意见》， 介绍
了对高校、 科研机构的专业技术
人员兼职、 在职创办企业、 在岗
创业、 到企业挂职、 参与项目合
作、 离岗创业 “六种模式” 下的
创新创业， 集中出台的组合式支
持政策。 相关负责人介绍， 本次
出台的 《实施意见》， 打破对人

才的束缚， 让人才流动起来， 真
正实现人才不为所有、 但为所用
的 “共享模式”。 同时， 组合式
支持政策明确详尽， 让专业技术
人员在创新创业时轻装上阵， 再
无后顾之忧。

《实施意见》明确，创新创业
的人员范围是以高校、 科研机构
为主的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
有专业技术职务的领导人员辞去
领导职务的，从事科技管理工作、
具有科技成果推广转化能力的管
理人员，都可以离岗创业，充分发
挥高校、 科研机构人才和科技资
源优势，加快科技创新。其中，“兼
职、在职创办企业”是指高校、科
研机构等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
员，在履行本单位岗位职责、完成
本职工作的前提下， 可以利用本
人及其所在团队的科技成果，在
业余时间到与本单位业务领域相
近的企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等机
构兼职，或是在职创办企业。 “在
岗创业”是指高校、科研机构等事
业单位根据自身工作需要， 专门
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岗位， 让本单
位的科研人员进行应用技术研
究、项目开发与技术合作、成果推
广转化， 与企业进行产业化合作
等工作。

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兼职、 在
职创办企业、 在岗创业等创新创
业活动， 可以兼职取酬， 获得成
果转化收益。 离岗创业人员离岗
期间， 可保留相应的人事关系、
基本工资待遇和社保相关待遇。
在此基础上， 该政策还进一步细
化管理考核措施， 对兼职、 在职
创办企业及离岗创业人员， 只需
向单位提出书面申请， 经批准，
与单位签订协议后即可创新创
业。 创新创业期间取得的业绩，
可以作为创业人员职称评审、 岗
位晋升、 考核奖励的重要依据，
与其他在职人员一样， 在专业技
术职务评聘 、 岗位等级晋升方
面， 享受同等待遇， 免除创新创
业人员的后顾之忧。

日前， 落下帷幕的全国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 让创业又
成为热门话题。 其实， 除了带着高精尖技术的归国学子和年轻的互
联网 “弄潮儿” 们， 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加入到了创业的大军中， 这
其中， 就不乏 “4050” 人员，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力以及
城镇失业人员等。 这些有着创业意愿和创业激情的普通
劳动者通过政策帮扶、 培训提升， 不仅走上了创业路，
更发挥了创业的倍增效应， 带动了周边人群
就业。 而随着政策的 “破局”， 专业技术人
员也将能选择在职进行创业， 并享受托底的
保障。

让普通百姓走好创新创业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