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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7 万人
累计发放贷款 1 亿元以上，扶持带动 6200 余人就业
本报记者 刘云菲 通讯员 许冰 张可卿

扶持就业容量大的现代服
务业、创新型科技企业和小微
企业发展，抓好高校毕业生就
业见习基地、创业孵化基地建
设，实施千个公益性岗位开发
计划，落实职业培训补贴制度，
开展创业助推行动，确保新增
城镇就业 6 万人，其中失业人
员再就业 2 万人、帮扶困难群
体就业 4000 人，实现城乡“双零
家庭”动态消零，在外务工人员
保持在 110 万人以上。企业最低
工资标准提高到 950 元，增长
18 . 8%。

民生实事一

扩大就业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7 万
人，其中失业人员再就业 2 . 9 万
人，困难群体就业 5500 人；新增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7 . 6 万人；
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3 . 1% ，高校
毕业生就业率达到 83% 。继续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目前执行
标准为每月 950 元、每小时 10

元，增长 18 . 8%。
今年小额担保贷款发放工

作取得历史性突破，预计全年
发放贷款 1 亿元以上，扶持带
动就业 6200 余人，贷款发放量
是 2011 年的 10 倍。

加大对就业创业帮扶力
度，预计全年培训城乡各类劳
动者 5 . 7 万人，培训后就业率达
9 0% 以上。新增东昌府区、临
清、阳谷为三支一扶县区，招募
支扶大学生 273 人。

对于很多创业者来说，资金问题
是最头疼的。小刘是一位大学生，毕
业后一直待业在家，天天为找工作的
事情发愁，后来在几个同学的建议
下，他们决定一起创业，开办养猪场，
可是资金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困扰着
他们很长时间。

几人分头行动，找来亲戚朋友借
到了一些钱，但还是无法启动项目，
最后还差十几万元。正一筹莫展时，
他们在报纸上看到了小额担保贷款
的政策，“贷款是我们从来不敢想的
事情，因为额度低，银行都不愿意贷

款，我们抱着试试的心态办手续申
请，没想到真就办下来了，对于别人
来说十万元的创业资金可能不多，但
是对于我们来说这真是雪中送炭。”

市人社局工作人员介绍，今年小
额担保贷款发放工作取得历史性突
破，预计全年发放贷款 1 亿元以上，
扶持带动就业 6200 余人，贷款发放量
是 2011 年的 10 倍。小企业最高可贷
300 万元。贴息方面，对个人申请属于
微利项目的小额担保贷款，中央财政
据实全额贴息，包括按规定执行的利
率上浮部分产生的利息。

最头疼的资金问题迎刃而解

民生答卷

同时，今年实行全民创
业，圆满完成山东省创业大
赛聊城赛区各项工作，聊城
预赛入围项目数在全省排名
第二。

市人社局工作人员介
绍，全市科技创业服务中心
荣获全省首批 8 家大学生创
业 孵 化 示 范 基 地 称 号 。向
YBC 全国办上报青年创业项
目 104 个，全部获得批准通
过。预计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7
万人，其中失业人员再就业
2 .9 万人，困难群体就业 5500
人；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 7.6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
为 3 .1%，高校毕业生就业率
达到 83%。

此外，还举办大型招聘

会 40 余场。加大对就业创业
帮扶力度，预计全年培训城
乡各类劳动者 5.7 万人，培训
后就业率达 90% 以上。新增
东昌府区、临清、阳谷为三支
一扶县区，招募支扶大学生
273 人。

企业工资指导基准线提
高了 15%。继续提高最低工资
标准，目前执行标准为每月
950 元、每小时 10 元，增长
18 . 8% 。检查各类用人单位
3068 户次，涉及劳动者 20 .4
万人，追缴社会保险费 5860
万元。继续推行阳光仲裁、绿
色仲裁，处理争议案件 686
件，涉及劳动者 800 人，涉案
金额 1000 万元，按期办结率
达 100%。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7 万人

王敏是一家私营企业
的总经理，他觉得现在的创
业的环境越来越好了。王敏
说，今年全市启动了创业大
赛，他虽然没有入围，但是
非常喜欢参与这样的活动，
这不仅是个交流的机会，也
是一个展示的机会，让公司
的 职 工 看 到 了 很 多 希 望 ，

“ 以 前 从 来 没 有 这 样 的 活
动，这类的活动其实就是一
个有力的扶持。信贷支持力
度对于创业者最为重要，作
为创业者我们更期待通过
评估创业者带动就业人员

的数量，在税费减免政策上
放 宽 ，可 以 多 组 织 一 些 活
动，让创业者在一起交流，
多开办一些推介会，帮助推
荐产品。”

邹先生是一位普通市
民，提起就业，他最希望的就
是工资能再涨点，“我的工资
一个月两千多，老婆在超市
工作一个月就一千多元，我
还得还房贷，孩子还得上学，
虽说工资连年在涨，可是房
价太高了，这是个大负担，希
望以后能多赚钱，多拿工资，
生活也就好了。”

期待扶持更大、工资更高

一家棉服制造企业，该企业容纳了上百名农村妇女就业，女工们农闲时在
工厂工作，有了另一份收入。(资料片) 本报记者 刘云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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