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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没有办公室

递完材料办妥了
1982年出生的郭增学美术出身，现

在从事墙体彩绘行业。“以前创业是办
培训班，招学员。”他说，但到了2008年
的时候，生源越来越少。

“无奈我只能放弃创业，去了一家电
脑公司工作。”郭增说，电脑公司工作工
资少，压力大，“当时感觉我还是应该创
业。”后来，他就入行做起了墙体彩绘。

“刚开始租不起房子就在家办公，
客户一听说我连办公室都没有，就不愿
和我合作。”郭增说，后来他了解到，东
港区在利华商业街建立了一个创业孵
化基地，帮助年轻人创业。看到消息的
第二天，他就联系上了东港区人社局办
理了相关手续，“人社局很支持我，让我
把资料递交上去。”郭增说，递完材料不
久，郭增分到了办公室，“25 . 7平方米，

免半年的房租，电话、宽带、桌椅等全都
给我置办好了。”

据了解，截至目前，东港区已经在利
华商业街和高科园共建立了两处创业孵
化基地，为创业人员提供办公场所。

五万小额贷款

解了燃眉之急
东港区为创业青年提供小额担保

贷款。“这个小额贷款是无息的，一年期
限。”东港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说，今年
贷款额度从5万元提升到了10万元，贷
款门槛也降低。

“去年这5万元的贷款，我用来交了

房租，支付了工人工资，真是雪中送
炭。”郭增说，当时他创业遇到了资金周
转问题，小额贷款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据了解，今年东港区已为78名创业
人员发放小额担保贷款578万元，涉及
太阳能制造、服装零售、建材批发等多
个行业。“我们用活上级的就业扶持政
策，让创业青年有能力、有地方、有资金
创业。”该负责人说。

该负责人还说，小额贷款和办公场
所分别是东港区为创业者提供的融资
服务平台和指导孵化服务平台，“此外，
东港区还提供创业宣传服务平台和培
训服务平台，这四个平台是专门为扶持
青年创业而设置的。”

11月26日下午4点多，郭增正在自
己的办公室里筹划着今后的工作。三
年前，得益于东港区创业孵化服务平
台，他先有了自己的创业办公室，去
年，他又拿到提供了 5 万元小额贷款。

此外，东港区人社局还在宣传、
培训方面为创业者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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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培训

一人受培训 全家有饭碗

◎相关新闻

11月26日，在河山镇呈子
沟村的“栗园山庄”里，“老板
娘”杨均淇正和丈夫配菜。今
年7月份，杨均淇参加了区人
社局组织的烹饪培训班，学习
了烹饪、面点、服务等各项理
论及技术，通过考试之后，获
得了烹饪职业资格等级证书。

培训完成的杨均淇做起
了餐馆生意，丈夫及婆婆一家
都跟着她“打工”，年收入超 10

万元，实现了一人培训、全家
就业。

据介绍，东港区把“就业
再就业援助及农民培训阳光
工程项目”，排在 14 项为民办
实事项目之首。截至 11 月 20

日，东港区今年实现城镇新增
就业 10688 人，下岗失业人员
再就业3752人，新增农村劳动
力专业就7861人。

(本报记者 李玉涛)

今年以来，东港区确立了加快东、中、西“三大板块”开发建设的总体产业布局：东部板块打造城市经济的“增长极””；中部板块打造

新型工业经济的“隆起带”；在西部板块打造现代农业经济的“示范区”。从今天起，本报推出“科学发展看东港”系系列报道，梳理近一年

来，东港区在各个方面取得的成绩与进步。

┬城乡养老

参保率位居全省前列
“今年8月，我们开展了

社会保险应保尽保专项行
动，逐步推进企业、个体工
商户职工参加保险。”东港
区人社局劳保处负责人介
绍说。

截至今年11月份，东港
区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达
3 . 9万人，参加城镇基本医疗
保险达20 . 96万人，各项社会

保险基金累计结余7 . 5亿元，
其中企业养老保险累计结余
的可支付能力达88个月。

目前，全区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 (新农保 )参保人数达
到了21 . 74万人，参保率达到
了99 . 01%，位居全省前列，已
有7 . 7万人享受新农保待遇，
共计发放养老金1 . 4亿元。

(本报记者 李玉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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