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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宣程介绍，截至目前，全省已

发放6.5亿元失业保险金，其中很大一

部分被用作下岗职工再就业培训经

费。仅2015年，全省就有11.28万名像

张玉秀这样的下岗失业人员通过统筹

安排，运用失业保险金参加了再就业

培训，并在人社、工会、共青团、妇

联等组织的共同帮助下实现再就业，

过上了新生活。

农村劳动力输出

——老杨还债不再难

在浙江打工的农民杨金发，家住

昭通市鲁甸县。老杨说，他家房屋在

2014年鲁甸地震中倒塌。2015年，在

政府帮扶下，他建了一栋漂亮小楼

房，欠下近 10 万元的外债。正当他

为还债发愁时，县人社局在村里开展

务工输出培训。“没收我们一分培训

费，听说是省里拨付专款开展的。”

老杨说，2015年 7月，他和村里 20多
个经过培训的农民，在县里牵线搭桥

下前往浙江海宁一家皮革厂打工。老

杨参加过皮革处理培训，工作上手很

快，目前每个月能领到 5000 多元工

资。“加上老家种花椒的收入，明年

我就能把账还清了。”老杨对生活充

满希望。

宣程告诉记者，鲁甸灾区劳动力

输出是一年多来省人社厅劳务输出工

作中的重点，为此省里还特意下拨了

1100多万元专项培训经费，促成了近

15万名农民外出务工。而在全省，云

南结合“技能扶贫专项行动”，依托各

地龙头企业、各类定点培训机构、技

工和职业院校，培训并输出了大批农

村劳动力。仅 2015年，就培训并输出

33.7万人。今后一段时期，云南还将

通过驻外办事机构、工业园区等，建

立各级农民工工作服务站，加强农村

劳动力的培训和输出以及跟踪服务、

管理，帮助他们从农民变为工人。

【创业篇】
搭平台促创业

云南围绕打造创业园区，借力农

民工服务和扶持政策，以贴息贷款等

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搭建“互联

网+”创业平台，全力扶持和助推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

打造创业园

——成功孵化小企业

“打造创业园，特别是大学生创业

园，是促进创业的重要举措。”宣程

说，近年来，云南围绕“创业园区建

设计划”，由省财政每个园区一次性补

助50万至100万元资金，建设了101个创

业园。以创业园作为孵化器，引进有潜

力的初创项目和小微团队进行扶持。

昆明市大学生创业园就是其中之一。

天庆彩球装饰公司是一家彩球艺

术装饰小企业。负责人税太坤大学毕

业后，怀着创业梦想外出学习彩球制

作技术。可学成后想创业却遇到难

题：没资金、没市场。“2013年，我得

知昆明市大学生创业园免费提供办公

室，就申请入园。”税太坤说，很快，

他的项目通过了创业园审核，在园区

得到了一间有一年免费使用权的办公

室，而且免交水电费。“更重要的是，

省里有什么创业政策，园区会第一时

间指导我申请。”入园后，税太坤得到

了2年免税优惠政策和“泛海扬帆”大

学生创业基金的扶持，订单开始不断

涌来。2014年底，他在园区 1年的免

费入驻期满，公司已从最初的2个人发

展到了20多人，年赢利近百万元。

“像天庆彩球这样经过创业园孵

化，成功走出去的小企业不少。”昆明

市人社局干部陈华见说，目前，园区已

经成功孵化了4批近70家初创小企业。

贴息贷款

——圆了农民工返乡创业梦

“我省农民工总量已达 700 多万

人，通过出台贴息贷款等优惠政策，

引导有经营头脑的农民工返乡创业，

对维护农民工权益具有重大意义。”宣

程说，云南集合小额担保贷款、贴息

贷款政策，优先为农民工提供 5到 10
万元不等创业贷款。

永善县农民吕玉国在外打工多

年。2013年，他返乡开了一家餐厅。

由于缺乏周转资金，到 2014年 9月，

餐厅濒临倒闭。就在吕玉国打算放弃

时他得知，自己这样的情况，可以向

县里申请返乡农民工贴息贷款。于

是，吕玉国立即提出了申请。县里

通过审核，决定对他进行扶持，同

时还将他纳入农民工创业培训。培

训结束后，吕玉国获得了 5万元农民

工返乡创业专项贴息贷款。这笔钱解

了吕玉国的燃眉之急，餐厅生意越来

越好。目前，吕玉国已将分店开到了

5个乡镇。

宣程介绍，今年开始，云南省农

民工返乡创业专项贴息贷款资金将提

升到 10万元。同时，云南还将依托创

业园建设，专门打造一批区域化、专

业化、特色化、便利化明显的返乡农

民工创业园，将返乡创业农民工纳入

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

范围。

“众创空间”：

互联网思维下的创业新载体

2015年 6月，省人社厅与有成熟

电子商务经验及网络覆盖北京、上

海、杭州等地的昆明凌宇飞星科技服

务有限公司合作，打造了以人社众创

网为核心的“众创空间”。负责人王

棋说，在运作中，人社厅以项目倾

斜、政策扶持为资源，而公司则以办

公地点、网络服务为资源联合吸纳小

微创业团队入驻。“众创空间既是实

体又是网络载体，入驻者不一定要在

我们这里办公，他可以在全省任何一

台电脑上通过‘人社众创网’，参与

公司的远程培训或销售农产品。”王

棋解释说，“众创空间”的核心在

于，创业团队能在这里便捷地得到人

社部门政策扶持，并依托公司的网络

资源优势创业。

永平县青年郑华，从事农特产品购

销。2015年12月，小郑入驻“众创空

间”后，得到公司讲师团一对一创业

指导。“众创空间”还将他经销的博南

山茶、开袋即食永平黄焖鸡等农特产

品上线销售。同时，通过人社厅搭

桥，郑华的产品还通过中国移动云南

分公司“彩云优品”平台推广了出

去。入驻不到1月的时间，他就成交了

100多单生意。

“未来，我们还将以‘互联网+’
思维打造更多便利化、全要素、开放

式众创空间，经评审认定的众创空

间，将由省财政给予一次性 80万元资

金补助。”宣程说。
本刊记者 刘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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