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供无息贷款、免费技能培训、各种专场招聘会……

济济宁宁人人就就业业创创业业的的路路更更宽宽了了
本报记者 贾凌煜

就业是民生之本，为更
好地完善就业，2005年至今，
济宁先后通过免费技能培
训，新建并启用惠普人力资
源市场，让更多大学生、创业
者、务工人员等群体实现高
质量就业，并实施小额担保
贷款政策，鼓励自主创业，济
宁人就业创业的路子更宽
了。

提供小额担保贷款，开展免费技能培训 继续加强就业扶持，今年力争新增就业6万人

“没想到这么快就批
下来了，有了这些钱我的
服装店就可以运转，我也
能开始创业了……”2 0 1 0
年 2月 6日上午，济宁市某
单位失业职工刘某高兴地
从济宁市劳动就业办公室
小额贷款担保中心领到了
5万元的贷款。当天，十多
名失业人员分别领到了 5
万元的创业贷款。2010年，
济宁市直部门发放了1000
余万元贷款，共扶持300多
人创业。

小额担保贷款从无到
有，圆了很多人的创业梦。
2014年济宁市人社局实施
了万人创业助推工程，开
展了小额担保贷款“快易

贷”行动，提升办理效率，
降低贷款门槛，全年发放
小额担保贷款5 . 9 7亿元，
助推1 . 3万人创业，带动就
业5 . 9万人。

在济宁就业办中西式
面点实习鉴定室，十几位
市民正学习提花蒸包的制
作方法。从和馅到擀面皮
以及最后“提花包法”，全
都有专业面点师授课。“我
刚来了半个月，手法还不
是特别熟练。”王女士告诉
记者，上个月她与工厂的
劳 动 合 同 到 期 后 没 再 续
签，想自己投资开家小吃
店，于是到就业办报名学
习中式面点制作方法。

十年过去，济宁人就业途径
发生不小变化，2015年济宁将继
续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
极的就业政策，努力实现城镇新
增就业6万人，高校毕业生就业
2 . 7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7 . 1万人，就业困难群体就业
6000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3%以内。

根据《济宁市加强就业培
训提高就业与创业能力五年规
划(2014—2018)实施意见》，
2014年至2018年，全市组织各
类城乡劳动者参加就业培训37
万人以上，其中每年组织开展
职业技能培训6万人以上、创业
培训1 . 5万人以上。进一步打破
地域限制和部门限制，对有就
业创业愿望和能力的全体城乡

劳动者开展职业技能培训。重
点对城镇失业人员、农村转移
劳动力、高校毕业生(含毕业学
年大学生)、城乡未能继续升学
的初高中毕业生、企业在岗职
工、退役军人、残疾人和即将刑
满释放的服刑人员开展职业技
能培训。

同时，深入实施万人创业助
推工程，建立济宁城区小额担保
贷款公共服务中心，全面提升县
级创业孵化基地的承载和服务
功能，加快建设创业型街道、创
业型社区，着力营造大众创业、
万众创业的良好氛围。加快推进

“数字就业社区”、“充分就业社
区”、“就业服务标准化社区”建
设，推动公共就业服务全面下
沉。

为求职者量身定制的各种招聘会
花样繁多(资料图)。 本报记者 张
晓科 摄

收入 十年看数据

城市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10739.4元

城市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

6764 .79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4128 .2元

农村居民人均
生活消费支出

2520 . 4元

城市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30428元

城市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

19989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12650元

农村居民人均
生活消费支出

710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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