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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筑就业路 点亮创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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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就业

核心提示：就业，是民生之
本。创业，是就业之源。2016年，
我市继续把加强就业创业工作列
为十项重点民生工程之首。

记者日前从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了解到，2016年，全市城
镇新增就业7万人，失业人员再就
业 2.7 万人，其中困难群体就业
0.59万人，分别完成目标的121%、
117.4%、107.3%。全市新增农村
劳动力转移就业4万人，开展农村
劳动力培训2.8万人，开展创业培
训4516人。持续保持“零就业家
庭”动态为零。城镇登记失业率
3.10%，全市就业局势总体稳定。

40岁到50岁这个年龄段
的人，大都上有老下有小，他们
中有不少人因为年龄大、学历
低、没技能，下岗失业后只能靠
打些零工维持生活。2016年，
全市各级人社部门在以扩大和
稳定就业为主线的同时，也将
促进困难就业人员就业作为工
作重点，狠抓落实。

家住体西10号院的王小枝
就是4050人员中的一员。今
年48岁的她，在经历四处找工
作碰壁、遭白眼的窘境后，又重
新回到工作岗位，有了稳定收
入。“这要感谢国家政策好，政
府部门落实得好，让我找回了
生活的自信。”上月30日，王小
枝在新华区中兴路街道联盟路
社区服务大厅接受了记者的采
访。

据王小枝介绍，1989 年，
她从市彩印厂下岗后四处打
零工，卖过窗帘，当过超市仓
储管理员，可工作总也做不
长，收入极不稳定。而且在四
处找工作过程中，她经常遭到
用人单位的拒绝、歧视。让她
印象最深的是几年前在华诚
大厦举办的一次招聘会，一家
商贸公司营销类岗位招人，招
聘台前围了很多年轻的姑娘
小伙，王小枝也满怀热情地递
上自己的身份证，可负责招聘
的年轻人连看也不看，就说：

“我们这里没有适合你的工
作。”当时她尴尬得满脸通红，
心里特别酸楚。

“其实咱老百姓的要求
并不高，有个比较稳定的工
作，就很满足了。但年纪大、
学历浅、技能低，想找个合适
的工作简直难于上青天。”王
小枝说，随着时代的变迁，这
几年政府对困难就业人员关
注多了，4050 社保补贴等民
生工程也为他们这些下岗、不
容易再就业的人群带来了生
活保障。为了提高自己的技
能，增大就业概率，王小枝多
次参加街道社区组织的家政、
月嫂、营销等免费再就业培
训。

2012年，联盟路社区干部
了解到王小枝的情况后，将她
吸纳为“社区网格员”。这对
下岗后一直发愁找工作的王
小枝来说非常难得，因此她干
起工作也尽心尽力，得到了社
区许多居民及领导的认可。
王小枝的再就业经历，也带动
和影响了周围一些 4050 人
员。去年，王小枝在工作之
余，帮助社区一位50多岁、家
庭困难的大姐找到了一份物
业保洁工作。

“小枝姐可以说是我们这
里困难就业人员的典型，从当
上社区网格员至今，王小枝在
进行社区入户走访、登记等工
作的同时，还做了大量就业、
大学生创业、小额担保贷款等
政策宣传。”采访中，中兴路街
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
所所长朱彦科说。

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2016年工作总结报告中，
记者看到，为着力开发公益性
岗位、社会服务管理性岗位和
企业后勤服务岗位，帮助4050
等各类困难群体就业，我市投
入 1000 多万元购买公益性岗
位 531 个，帮助就业困难人员
就业，持续保持“零就业家庭”
动态为零。

“同等质量的商品，我们
要把价格控制到最低，走批
量，这样回头客多了，品牌

‘响’了，生意才会更好。”
2016年的最后一天，24岁的
高小磊还在忙店里的生意。
他告诉记者，走上创业路是
个偶然，但既然做了，就一定
要想办法做好。

2013 年 6 月，高小磊从
郑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后，原本想要进入单位
工作，却禁不住几个要好同
学的软磨硬泡开始了经商之
路。“当时考察的是袜子项
目，我们跑了很多城市做市
场调查，还假扮顾客到同行
的店里去买袜子。可开店不
是一句话的事，仅资金问题
就十分困难。”高小磊说，光
店面租金、装修费、进货费就
需要十几万元，这对几个刚
刚毕业的90后大学生来说
谈何容易。他们只好向亲
戚、朋友借款，在市区和平路
步 行 街 开 起 了 第 一 家 店

“2014 袜子店”。刚开始店
里生意不好，资金也一度运
转不开。

“大学生自主创业可以
受到政府支持！”开店的第二
年，一个亲戚告诉他这个利

好政策，高小磊就到所属新
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门咨询，得知有大学生创业
小额贷款、大众创业扶持等
政策后，他按照办理流程提
供了证明及手续，不到一个
月，就拿到了10万元小额无
息贷款。半个多月前，高小
磊又通过了复贷，“这 10万
元对我们来说可谓雪中送
炭”。有了资金支持，他们的
生意也渐渐步入正轨，2015
年，高小磊和同学又在市九
中附近开了一家店。

创业带动就业。在高小
磊和同学开店期间，他们又
发出了招聘信息，鼓励自主
创业的大学毕业生加入他们
的团体。“如今，店里聘用的
不光有刚毕业的大学生，还
有4050人员。”高小磊坦言，
经历了创业的艰辛，他感悟
很多，也收获很多。现在，他
正慢慢积累经验，打算等待
时机成熟后把店开到各个社
区，更快、更多地回报社会。

2016年，在“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浪潮下，我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把创业
培训作为推动全民创业的重
要抓手，积极培育创业主体，
努力推进全民创业，以创业
带动就业，培训中强化项目
支持、开业指导、政策咨询等

“一条龙”后续服务，开展创
业培训4516人，并针对高校
毕业生就业难的严峻形势，
积极落实创业引领计划，缓
解大学生就业难题。全市累
计发放小额担保贷4.6亿元，
扶持5126人成功创业，带动
1.52 万人就业，其中企业吸
纳就业205人。上半年申报
河南省大众扶持创业项目的
27家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其
中5家通过了省厅初审；下
半年申报河南省大众扶持创
业项目44家。

48岁的她，
在重新工作中
找到自我 扶持大学生创业，

90后小伙开连锁店

新华区中兴路街
道联盟路社区网格管
理员王小枝（左）和同
事一起检查社区内一
家网吧的消防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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