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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虽艰难

敢于从头开始
11月13日下午两点，记者来到

左贾凌位于郑州路的家政公司
时，她正在热情地接待雇主，连中
午饭都没吃上。左女士告诉记者，
这还不是最忙的时候，有时候她
会忙到晚上八九点。

左贾凌是日照城关二村人，
高中毕业后便进入日照一家酒厂

上班，1998年下岗。2000年，左贾凌
开始从事服装行业，每天起早贪
黑，一干就是八年。2008年，因为市
场饱和生意难做，左贾凌最终选
择放弃。

2008年，左贾凌从朋友那里了
解到，家政服务在日照还是一个
新兴的行业，在日照只有两三家，
很有发展潜力。在进行深入的社
会调查后，她觉得可行，便毅然干
起了家政服务行业。凭借以前做
生意积累下的社会经验，加上一

股子不服输的执着，左贾凌开始
了一个人的创业生涯。

了解客户需求

按时电话回访
“为顾客选择合适的员工就

跟找对象似的，不同形象、素质的

员工配不同的顾客。”左贾凌笑谈
自己的经验，顾客一进来她就知
道对方需要什么样的员工，而自
己走到今天就是靠口碑靠真诚，
靠的是“爱心耐心细心诚心责任
心”这一服务宗旨。

当员工去雇主家适应一星期
后，公司便对雇主进行电话回访，
以后每个月再按时进行电话回
访，了解客户的满意度。公司还会
定期请专业人员进行培训，让员
工学会各项技能和知识，以便能
更好地服务雇主。

“他家的育儿嫂我已经用了
两年了，孩子跟小吴(育儿嫂)比跟
我都亲。”东港区的耿女士告诉记
者，她还准备多签几年的合同，一
直到孩子上完幼儿园。

优先招下岗女工

待员工如姐妹
左贾凌招员工有一个条件，

就是下岗女工优先，“我也是从下
岗职工过来的，我懂得他们的困

难。”她说。
“这辈子我都会跟着她干。”

已经跟随左贾凌干了四年的刘祥
皖告诉记者。“她生活上对我们情
同姐们，一点不端老板架子，我就
愿意跟她走。”像刘祥皖这样从创
业开始就跟着左贾凌的老员工，
还有十多个。

“这次一次性创业补贴奖项
颁给我，我就要对得起这个奖，争
取帮助更多的人实现就业，让日
照市每个小区都有我们姐妹团的
人。”左贾凌说。而现在她手下已
经有100多人。现在因为找到门的
雇主太多，人手不够用的时候，左
贾凌还会亲身上阵帮忙。

凭借高质量的服务和良好
的口碑，经常有经朋友介绍和回
头客来光顾左女士的家政公司，
甚至日照周围各区县的一些雇
主也会慕名而来。现如今，左贾
凌的公司已开多家分店，服务领
域遍及东港区、经济开发区、山
海天旅游区、岚山区、五莲县和
莒县。

吸纳失业人员创业，符合条件可申请补贴
本报11月15日讯 (记者

张永斌 通讯员 范开
进 ) 1 5日，记者从日照市
人社局获悉，根据日照市人
社局、日照市财政局《关于
创业岗位开发补贴及一次
性创业补贴申领拨付有关
问题的通知》，日照市东港
区鑫日五金店步秀芹、日照

经济开发区宏祥家政服务
中心左贾凌两人申领一次
性创业补贴，每人补贴1000

元。
据介绍，创业岗位开发

补贴及一次性创业补贴对
象为2006年1月1日起，登记
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复
退转业军人、残疾人、进城

务工人员、返乡农民工等城
乡各类劳动者创办企业(含
民办非企业单位)。

从事创业活动人员成
功创业，吸纳登记失业人员
就业且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
限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
社会保险费的，可按申请时
创造就业岗位个数申请创

业岗位开发补贴。
创业成功人员首次领

取营业执照，正常经营1年
以上，吸纳符合补贴条件的
人员实现就业且与其签订1

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的，并
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可申请一次性创业补贴。

创业岗位开发补贴标

准为每个岗位500元；一次
性 创 业 补 贴 最 高 不 超 过
2000元，吸纳就业3人及3人
以上的补贴2000元，3人以
下的补贴1000元。以上两种
补贴每个创业人员只能享
受一次。

创业成功人员可向创
业所在地社区、街道(乡镇)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机
构或市、区县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申请一次性创业
补贴。提交申请材料后，经
创业人员创业所在地市、区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审核、财政部门复核后，由
市、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支付给申请人。

原先的下岗女工把家政公司办得红红火火

中年再创业，撑起下岗“娘子军”
本报见习记者 徐从芬 本报实习生 隋忠伟

从当年下岗，自己单枪匹马做服装生意，到最后因市场饱
和而退出，之后转向从事家政行业，45岁的左贾凌可谓创业经
历丰富。目前，她的家政公司已经有100多人，并且这些人大多
是下岗职工。“共同的下岗经历，使我懂得他们的困难。”左贾
凌说。

近期，她成功申请下来由日照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和财政局联合颁发的一次性创业补贴，“我要对得起这个奖
励，争取帮助更多的人实现就业。”

左贾凌在店里不停地接听雇主电话。
本报实习生 隋忠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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