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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贾凌煜
通讯员 郭召利 张慧慧

县市区及高新区

都建有创业孵化基地
高校毕业生是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群

体，扶持高校毕业生创新创业，对于带动全
民创业、促进充分就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为帮助大学生创业，济宁所有县市区通
过新建、置换等多种方式，都建设了不低于1

万平方米的集各类人员创业于一体的创业
孵化基地(园)，其中邹城、汶上和济宁高新区
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被评为省级创业示范
基地。

大学生创业，除了在创业孵化基地内享
受到各种扶持，同时，济宁市还实施了“万人
创业助推工程”，从2014年起每年从失业保
险滚存结余基金中安排不少于1亿元作为市
级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对劳动密集型小
微型企业贷款最高限额提高到400万元等。
开展小额担保贷款“快易贷”行动，充分利用
好扩大失业金支出范围试点的政策机遇，全
市追加担保基金1 . 2亿元，目前小额贷款担
保基金总额已达到3 . 53亿元。同时，制定了

《大学生创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市、县两
级均设立高校毕业生创业引导资金，市级每
年投入1000万元，用于支持落实大学生创业
培训补贴、创业项目补贴、房租补贴、创业场
地补贴等补贴政策。

2015年，为更深层次推动创业，济宁还
将规划建设济宁创业大学，构建集创业意识
教育、创业技能培训、创业孵化、创业园区成
长、创业贷款扶持、创业指导服务等于一体
的创业服务体系。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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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全市发放小额担保贷款5亿元以上。
完善评估认定标准，继续开展市级创业孵化
示范基地、创业示范园区评估认定工作；评
选10个创业型乡镇(街道)、20个创业型社区，
年内扶持1万人创业、带动就业5万人以上。

创业孵化基地

入驻基本条件
噪毕业后五年内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从

毕业证书的签发之日算起)，由大学毕业生
担任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噪有明确的创业项目，创业项目符合国
家产业、技术政策、可操作性强，具有一定技
术含量和创新性，市场前景看好，并有望形
成新兴产业。主要以从事电子科技、信息技
术、软件开发、机械电子、工程设计、美术设
计、动漫创意、影视制作、文化传播等业态的
科技型、创新型现代企业为主；

噪入园项目无知识产权纠纷，创业团体
守法经营、诚实守信、无违法犯罪记录；

噪具备一定的创业项目启动资金和承
担风险的能力，在各级创业比赛中获奖的可
优先进入园区。

本报记者 贾凌煜

邹城西外环，成立于2012
年的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引
人瞩目，在现代建筑群里，一
家家小型企业正在慢慢成长。
5月20日上午，张后垒来到创
业服务大厅，向工作人员咨询
最近要举办的创新大赛情况。
他所在的单位是中国网库邹
城分公司，主要从事线上交易
平台建设，帮助中小企业销售
商品。2014年初入驻孵化基地
后，一年时间里这家分公司已
经开始打开局面。

张后垒所在的公司，是
众多入驻孵化基地不久的小
型企业中一员，在这里，还有
许多从基地建成后不久就入
驻的。2012年10月，山东游
骑兵汽车电控技术有限公司
在孵化基地成立，2014年初
开始生产新能源汽车驱动电
控系统，当年6月份就接到了
不少订单。如今，公司已向国
内多家公司小批量销售产
品，并出口西班牙等地，一年
销售出近4000台机器，吸纳

了40余人就业。
“公司研发中心在北京，

当初选择邹城，就是看上了这
里的各种环境和政策，再加上
清华科技园的引荐。”公司行
政副总王双介绍，2010年公司
创办人就有了创业的想法，直
到来到邹城，创业梦想一步步
照进了现实。

王双所说的清华科技园
引荐，是因为邹城大学生创业
孵化基地是清华科技园在县
市区成立的第一家分园，“游

骑兵”是首例孵化成功的项
目。清华科技园分园的成立，
还带来了“易招商”网络信息
平台，有更多的企业项目库、
高校项目库、专家资源库、研
究成果库等项目资源供选择。

截至2015年4月，邹城市
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已经有
90余家企业入驻，企业存活率
86%以上。如果大学生已经有
了创业想法，却还没有成熟的
项目方案或者团队，那就到大
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来吧！

政策解读

在邹城市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员工正在工作。

成立4年引90余家企业入驻

邹城大学生创业孵化基
地总共占地203亩，总投资1 . 5
亿元，建有综合楼、写字楼、高
标准双层车间、单层车间以及
专家公寓、服务中心楼等生产
生活相关配套设施。目前，已
形成以机械设备、新材料、现
代装备设计制造、生物医药等
主导产业集群。

类似于中国网库邹城分
公司这样的企业，只需要几
台电脑和一间办公室就能搞
定，而要是“游骑兵”这样的
生产型企业，则需要一定面

积的生产车间。在邹城大学
生创业孵化基地，这两类公
司都得到了满足。

要去“游骑兵”公司内部，
进门首先须穿上鞋套，车间门
口还有一台除静电机，因为它
生产的产品需要避免灰尘和
静电干扰。公司里，会议室、车
间、仓库、实验室一应俱全。

“目前公司面积总共1000平方
米，可以适应现在的生产需
求，如果规模扩大，基地还会
给我们增加面积。”王双说。

据了解，为了构建创新网

络和创业文化环境，基地借鉴
了北京“车库咖啡”、“厚德创
新谷”的模式，设立公共办公
区域，提供开放的办公环境。
公共办公区域宽敞明亮，配备
了桌椅、宽带、打印机、饮水
机、空调等设施，几名大学生
正凑在一起热烈讨论，浓厚的
学习氛围和面对面的交流在
这个创新环境中作为一项独
特因素逐渐彰显。

“这里对有创业意愿的
大学生免费开放，带着电脑
就能来办公，不仅节省创业

团队的各项开支、降低创业
成本，更重要的是为他们提
供了技术交流和观点碰撞的
环 境 ，大 大 激 发 了 创 业 热
情。”邹城市大学生创业孵化
基地管理处主任戴学华介
绍，2008年、2013年基地被
评为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省级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
2014年又评为国家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这些认定，标志着
基地的企业培育孵化和服务
工作上又跃升到一个新的台
阶。

创业环境是创业软实力

“大学生进孵化基地创业
是‘非禁即入’，几乎是‘零门
槛’，但我们的服务却是高标
准的。”戴学华告诉记者，基地
工作人员全部具有专业技术
资格、专业业务知识和实践经
验，为大学生提供政策咨询、
信息服务、项目开发、风险评
估、开业指导、融资服务、证照
办理、跟踪扶持等“一条龙”服
务。同时，更有由55名专家组
成的“创业指导专家志愿团”，
免费为大学生创业提供针对
性的指导服务和政策咨询，对
创业遇到的困难给予创业诊
断和指导。培训则采取课堂结
合现场参观的模式：与山大、
浙大等高校联合，对有创业
意愿并准备创业的大学生采
用“专业+创业”培训模式；对
于需要专业技能的创业项

目，实行先技能培训再创业
培训的两段培训模式，让学
员掌握一技之长，成为内行
以后再进行创业。

除此之外，创业过程中
最重要的是资金，这一点基
地当然想到了。戴学华称，

“游骑兵”刚进驻时，基地除
了提供三年免租金的厂房，
还免息提供了500万元的启
动资金，目前在基地帮助下，
企业正在申请400万元的小
额担保贷款。

此外，为帮助大学生创
业，邹城市明确了创业补贴、
岗位开发补贴、房租补贴、小
额贷款贴息等扶持政策，简化
涉及创业的行政审批程序，办
理微型企业证照、年检等手续
费“零规费”，由财政买单；各
项优惠政策不分行业类别，不

拉档次差距，均不设置额度的
上限；市财政设立注册资本补
助金，税收奖返、贷款贴息总
额最高可达到3万元；设立自
主创业小额担保贷款基金700

万元，财政部门按实际情况给
予50%或全额贴息。在这种背
景下，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创业
企业在不同方面享受到了不
同的优惠或扶持。

宽进同时可享“保姆式”服务

邹城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一站式”服务。

5月7日，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来到中关村创业
大街3W咖啡，坐下来与
年轻人边喝咖啡边聊创
业，这让本就火热的创
业再次升温。在济宁，每
年有创业想法或真正参
与到创业中的大学生越
来越多，其中大学生创
业孵化基地功不可没。
优越的办公环境，“一站
式”的扶持政策和服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
个创业项目在这里“破
壳而出”。

孵孵化化基基地地为为大大学学生生创创业业当当““保保姆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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