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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T

提供全方位创业服务。目前，全省已

有创业园等农民工返乡创业孵化基地

和保障平台 141 个。

2018 年，云南开始实施“省级

创业园区升级计划”，通过在孵化基

地和创业园开展“贷免扶补”、创业

担保贷款、劳动密集型小企业贷款、

创业能力培训、创业孵化基地同步扶

持农民工创业等办法，搭建起完善的

农民工返乡创业保障服务体系。

2018 年至 2020 年，云南扶持

兴建和升级改造了大理祥云泰兴特

色农业科技创业园、元谋种业创业

孵化示范园、澳鑫人民公社创业孵

化示范基地等具有一定规模和实力

的创业孵化示范基地 22 个，共为

1000 多个农民工创业项目提供了创

业保障服务，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

    

提供金融支持
    

“资金是创业者在初创阶段面临

的最大困难之一。”云南省就业局有

关负责人说，不少返乡农民工虽然有

技术、有头脑、有创业的点子和冲劲，

但往往由于缺乏资金而难以“心想事

成”。为破解这一难题，云南千方百

计拓宽渠道，积极为返乡农民工提供

创业资金扶持和保障。

近年来，全省各级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门主动牵头，联合工会、共

青团、妇联、工商联、市场监督管理、

教育培训、金融机构等多部门，组成

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支持的“后勤

大军”。

为解决返乡农民工的创业资金难

题，云南通过完善“贷免扶补”创业

担保贷款等政策红利，将个人自主创

业和合伙创业的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提

高至 20 万元和 110 万元，将农民创

办小微企业的贷款额度从 200 万元提

高到 300 万元，并进一步加大对符合

条件的返乡创业人员的“贷免扶补”

贴息力度，有效解决了一大批创业者

的初创资金需求。

2019 年以来，针对农民工返乡

创业项目，全省 151 个创业贷款担保

中心，统一为每一名返乡创业农民工

向金融机构提交贷款申请，提供不超

过 3 次的政府担保。同时，将自主创

业农民、返乡创业农民工、农民专业

合作社社员、种植养殖大户等创业主

体纳入贷款政策和担保扶持范围，提

升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积极性。

此外，云南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

强化返乡农民工创业财政补贴支持力

度。目前，返乡创业农民工可在创业

地享受到与当地其他劳动者同等的创

业扶持政策，对返乡农民工首次创办

经营实体，并正常经营 1 年以上的，

政府给予不超过 1 万元的一次性创业

补贴。对符合条件毕业 3 年内的农村

户籍自主创业大学生，则给予最高不

超过 3 万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对创

业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农村建档

立卡贫困人员就业的，还按规定给予

社保补贴。

据云南省就业局统计数据，2016

年以来，全省通过“贷免扶补”和创

业担保贷款等政策，共扶持农民工创

业27.01万人，发放贷款302.44亿元，

通过返乡创业，实现农村劳动力就业

人数达 134.4 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