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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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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首届创业大赛给创业者一个平台

创业者希望得到更多扶持
本报记者 刘云菲 杨淑君

目前，山东省创业大赛正在如火如荼
地进行，吸引了不少创业者参加。创业者
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得到政府扶持，而近几
年政府接连出台的一系列优惠政策，让创
业者少走了不少弯路。

在创业大赛上，创意组参赛选手正在进行预赛答
辩。 （资料片）本报记者 李军 摄

参赛是企业自我推介和吸引投资的好机会
得知山东省举办首届创业大赛的

消息后，作为企业经理的周航，第一时
间报了名。“参赛前我犹豫过，担心比
赛的意义不大，可是参与进来才知道，
比赛非常严格，每位参赛者必须严格
申报，评审都很专业。”周航说，这是一
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也是企业自我推

介和吸引投资的好机会，这对企业的
发展相当有好处。

市就业办工作人员介绍，本次大
赛聊城赛区在全市进行海选、初审，市
里组织预赛、决赛，集中展示创业者的
创业风采，宣传成功的创业历程，弘扬
创新创业文化，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

创业氛围。现在已经进行到第二轮了，
通过项目展示、专家提问、综合现场投
票、人气比拼等多种形式，每类项目确
定 5 名获胜选手，参加全省决赛。组委
会聘请创业导师对进入第二轮预赛的
团队项目进行创业辅导，使其更具有
发展潜力。

如果早寻求政府扶持，能少走很多弯路
今年 29 岁的王连堂已走过 10 年

的创业路，如今他是一家网络开发公
司的老板，员工由年初的 20 多人增加
到 70 多人。

2002 年，高中毕业的王连堂揣着
几百块钱去北京闯荡，第一次就遇上
了“黑中介”，身上的钱被“洗劫一空”，
当晚只能睡在大街上。后来他应聘做
过服务生、调音员。2003 年撞上“非典”

后，几经周折回到聊城。
“从北京回来后，我就没再去给别

人打工。”王连堂说，他卖过太阳能、干
过土建，卖过钢管。2004 年，他承包厂
房建设时，因为刚打下地基就遇上了
大雨，返工三四次，年底赔了 4 万，那
是他创业以来最艰难的时期。

王连堂说，2005 年他开始接触网
络，当时给网络公司做业务员，因为业

绩突出，工资倍增，到年底就积累了一
笔资金。2006 年初，他开发了一个钢管
行业网站，2008 年下半年，他边经营钢
管生意，边摸索着经营网络公司。

回想起自己这十年的创业路，王
连堂说：“没有政府支持，仅靠自己苦
干，要走很多弯路。”他说，政府能提供
很多好政策，还能帮助企业申报一些
项目，创业者的路就会好走得多。

放宽的政策一年比一年实在

对创业者而言，创业资金是最重
要的，小额担保贷款这一政策帮助很
多创业者实现了最初的愿望。

市人社局工作人员介绍，2011 年
全市发放小额担保贷款 968 万元，创
历年最高水平。自 2003 年实施小额担
保贷款政策以来，全市累计发放小额
担保贷款 5100 多万元，扶持 1600 人成
功创业，带动 8000 多人实现就业。根

据今年的目标，全市小额担保贷款新
增发放额达到 1 .02 亿元，扶持带动就
业 5100 人以上。

在创业政策上，在符合法律法规
要求并征得物权相邻业主同意的前提
下，放宽经营场所限制。允许创业者将
家庭住所、租借房、临时商业用房作为
有效合法的经营场所进行工商登记，
租房协议可作为有效的经营场所使用

凭证。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失业
人员、复员退伍军人、残疾人等申办个
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不受注册资(本)金限
制，出资 1 元即可申报。

给予创业岗位开发补贴和创业补
贴，提供创业培训。市、县劳动就业办
公室对有创业需求的城镇登记失业人
员等为重点开展创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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