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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T

培训，从创业项目选择、创业团队

组建、市场拓展等方面提升创业能

力。对参加培训的人员，按规定给

予培训补贴。

在创业补贴方面：对返乡入乡

人员首次创办经营实体，并正常经

营 1 年以上的，可给予不超过 1 万

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对毕业3年内、

农村户籍自主创业的大学生，符合

条件的可给予最高不超过 3 万元的

一次性创业补贴。

在创业贷款支持方面：将自主

创业农民工、返乡创业农村劳动力、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纳入“贷免扶补”

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扶持范围。对符合

政策规定的创业者，提供 3 年期最高

不超过 20 万元的创业贷款支持，并

按规定享受贷款贴息。

在创业园区孵化方面：自主创

业的农民工、农村户籍的创业大学

生，可到创业所在地的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门申请创业园区孵化

服务。

    

记者：目前，这些鼓励、优惠

政策或项目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和

行业？

省就业局：2020年，对享受“贷

免扶补”创业小额贷款扶持的农民

工创业者的调查统计分析显示：当

年扶持农村自主创业农民和返乡创

业农民工人数达 2.6 万人，发放贷款

金额 40.1 亿元，扶持人数占当年政

策扶持总人数的 64%。

从扶持创业项目的产业分布情

况来看，农村自主创业农民和返乡

创业农民工从事第一、第二、第三

产业创业的人数分别达 1.2 万人、

842 人、1.4 万人，分别占比政策扶

持从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创业

总人数的 79%、67%、54%。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农村自主

创业农民和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创业

项目主要集中在第一、第三产业，

部分外出务工后掌握一技之长的返

乡创业者，结合外出务工期间学到

的技术，开始从事第二产业创业。

    

记者：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

如何才能享受到优惠政策和项目？

省就业局：返乡创业的农民工

申请一次性创业补贴和“贷免扶补”

创业小额贷款，应已经在市场监管

部门完成项目注册，具有创业项目

实体（或开办网店），可到创业项

目所在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门递交申请。人社部门会按照政策

规定及时开展服务。

    

记者：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的

政策咨询、政策保障、监督投诉等

平台主要有哪些？

省就业局：云南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专门开通了 12333 咨询

服务平台，可及时为有需求的劳动

者提供服务。全省各级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门均建有政策宣传平台，

如云南省就业局开办的“就业彩云

南”微信公众号，可为广大创业就

业人员提供政策宣传解读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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