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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进一步降低小额担保门槛，努力推进创
业担保贷款发放工作上新台阶。共发放
小额担保贷款4486笔，共计3.97亿元，扶
持4486人成功创业，带动13038人就业。

今年 27 岁的刘亚杰是卫东区东高
皇街道何庄村人，两年前毕业于安阳师
范学院。“毕业后在辅导班当老师，后来
感觉应该去干点别的。”1月 11日，在市区
平安大道东段田庄选煤厂附近的满意生
活超市，记者见到了刘亚杰。他说，考察
了一段时间，他决定开个超市，因为“这里
离市中心远，周边没有规模较大的超市，
肯定有市场”。

超市首先需要的就是店面。刘亚杰
家的老宅正好临着平安大道，在父亲和哥
哥的支持下，加上他的积蓄，2016年下半
年建起了四大间约 200 平方米的房子，
2017年 1月份超市开业。“光建房子就花
去了10万元，房子建起来，手里没钱了，
所以也没咋装修，都是简单弄了弄。”刘亚
杰说，那时候真是困难。

就在此时，亲戚告诉刘亚杰，可以向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小额担保
贷款。“没贷之前我以为很麻烦，其实挺简
单的，只用填写表格交一些证照复印件就
好了，我贷了10万元，三年期。像我们这
种大学刚毕业出来自己创业的，最难的就
是资金来源，小额担保贷款正好帮我解决
了这个问题。”刘亚杰说。

除了小额担保贷款助力大学生创业
外，去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还积
极发放求职创业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求
职创业；建立健全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实名
信息数据库，切实做好高校毕业生实名制
就业服务工作；通过“三支一扶”“政府购
岗”等基层服务项目，着力促进高校毕业
生就业。据统计，全年累计组织招聘单位
2135家（次），为毕业生累计提供就业岗
位46307个，进场求职人数累计32664人
次，达成就业意向14952人次。

另外，为促进农村贫困劳动力就业，
2017年一年，我市人社部门到乡镇、村举
办多场贫困劳动力专场招聘会，促进贫困
劳动力 1362 人就业；发布就业岗位 204
次，为贫困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 22701
个，提供外出务工就业机会10540次；开发
劳动保障公益性岗位1028个，全部用于安
置贫困劳动力。对就业困难人员提供“一
对一”帮扶，对大龄、长期失业人员进行托
底安置，零就业家庭出现一户帮扶一户，
消除一户，确保动态为零。

目标全面完成 局势稳中趋好

2017年，多措并举促就业创业
□本报记者 杨岸萌/文 张鹏/图

核心提示：就业是民生之本，1 月 17 日记者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
悉，2017年我市就业目标全面完成，就业局势稳中趋好。

2017年，全市城镇新增就业 73658人，全年任务 6.36万人，完成年度工作任
务的 115.8%。失业人员再就业 23942 人，全年任务 2.28 万人，完成年度任务的
105%；困难群体就业6591人，全年任务5500人，完成年度任务的119.8%；农村劳
动力培训2.8万人，全年任务2.7万人，完成年度任务的103%；去产能企业职工安
置2494人，完成年度任务的100%。

2017 年，我市以市政府名义出台
了《关于推进“回归工程”鼓励外出务
工人员返乡创业的实施意见》《平顶山
市市级农民工返乡下乡创业示范园区
评审认定奖励办法（试行）》等办法，构
建返乡创业平台，打造良好回归创业
环境，鼓励多形式、多层次返乡创业，
以此带动贫困劳动力就业创业。

在国家发改委公布的第三批结合
新型城镇化开展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
乡创业试点地区名单中，我市鲁山县
名列其中。同时，鲁山县墨子古街被
评为省级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园区，
舞钢市鸿康药业有限公司、舞钢市誉
森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宝丰县源泉
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被评为省级农
民工返乡创业示范项目。

宝丰县源泉生态农业开发有限成
立于2011年 1月，主要从事大棚果蔬种
植项目推广、食用菌种植推广等。公司
总经理王亚辉是宝丰县肖旗乡的一名
返乡农民工。2017 年，公司投资 2000
余万元在宝丰县周庄镇马川新村建设
10000㎡高标准食用菌菌种生产工厂，
配套全自动拌料机、全自动装袋机、智
能灭菌柜、净化车间、无尘养菌室等现
代化菌包生产设备。一个多月前，黑木
耳菌包生产线投入生产。

“比起原先人工生产的菌包，新的
生产线实现食用菌菌包工厂化生产，生
产出来的菌包人工费要便宜 0.4 元左
右，菌种便宜0.1元左右，日产4万包。”
王亚辉说，“我们卖出去的菌包，比农户
自己生产的总成本还要便宜，所以销量

很好。”
据了解，目前该公司现已流转土地

3300亩，两个种植基地。周庄镇马川
新村现有蔬菜大棚98座，用于反季节
无公害蔬菜及草莓的种植，为马川新村
村民及附近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 100
多个；中和寨扶贫基地拥有果蔬大棚
76座，用于香瓜、甜瓜等果蔬种植，基
地通过与建档立卡贫困户签订帮扶合
同的形式，为中和寨村42户贫困户及
附近贫困村的贫困户提供了就业岗位
和创业机会。而新上的黑木耳菌包生
产线可安排50名定岗人员就业；黑木耳
生产则每年可安排1000个有劳动能力
的贫困户或返乡创业人员。该公司自
2011年辐射带动周边8个乡镇、600多户
群众种植食用菌。

“公司以‘产业+基地+贫困户’的模
式，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实行差异化帮
扶。”王亚辉说，公司对有创业意愿的贫
困户给予“三免一补一保障”的帮扶措
施，即免租金、免固定投资、免技术指导
费用；补贴投资额的 10％；保障每袋菌
包纯利润不低于1元；将有劳动能力的
贫困户安置进厂就业，男工每天不低于
60元，女工每天不低于40元。

目前，我市现存返乡农民工创业
44542 人 ，创 业 项 目 27483 个 ，带 动
241652人就业。

现炒栗子、瓜子俏销，店门口不时
有人排队等待……过去的一年，不少市
民都在市区街头看到过“栗不了”店前
顾客盈门的景象。

2017年 1月，河南栗不了商贸有限
公司注册成立。这是一家集栗子、瓜
子、干果、农副产品及休闲食品等收购、
加工、批发、零售的连锁企业，拥有“栗
不了”注册商标。街头的“栗不了”店，
都是河南栗不了商贸有限公司旗下的
直营店或加盟店。

从开业之初的市区周边县（市）16
家直营店，到一年之后遍及南阳、信阳、
洛阳、驻马店、安阳等各市的66家直营
和加盟店、200多名员工，对于这样的发
展速度，公司总经理田登高只是感觉

“还可以”。
1月 10日，在市区中兴路与建设路

交叉口附近一家新开的栗不了店里，记

者见到了田登高。他今年 40岁，鲁山
人，初中毕业后开始打工。“最开始就是
在饭店后厨打工，刷碗、洗菜，啥都干。
后来开过饭店、烘焙店，采过砂。”田登
高说，2012年左右，他和几个朋友萌发
了开干果店的念头，接下来考察市场、
研发产品，花去4年时间。后来听朋友
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不定期开
设有创业培训班，他就报名参加了，“系
统学习一些经营、管理知识，结合我原
有的经验，对后来成立公司、开连锁店
有很大帮助。”

去年，为积极推进创业带动就业，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进一步创新
培训模式和方法，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
实用性。同时做好开业指导、跟踪回访
等后续服务，提高广大创业者的创业成
功率。

一家栗不了店面标配4人，店长负

责全店营业，一人负责炒货，一人负责
导购，一人负责收银。66家店，提供就
业岗位200多个，吸收大学生、农村劳动
力、就业困难人员等各类群体就业。

田登高说，他的公司除了能提供一
些就业岗位外，主要是构建了一个创业
平台，为加盟商提供“保姆式服务”，提
供店址勘查、店铺规划、装修设计、技
术培训、营销培训、开业辅导等服务。

“我之前开店都是自己一人摸索着来，
很难，所以就想给大家提供一个便捷的
平台，能让年轻人更好地就业创业。”

在创业培训之外，我市还依托全市
45家农村劳动力定点培训机构，以市场
需求为导向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其中
对贫困劳动力中有培训意愿人员建立
培训台账。截至目前，全市共开展技能
培训 276 批次，培训贫困劳动力 3404
人，发放补贴346万元。

●返乡创业带动就业

●多种培训助力就业创业

●小额贷款扶持创业

市区矿工路中段栗不了干果店里，销售员忙着给干果装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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