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泰安1月11日讯(记
者 陈新 ) 记者从泰安市
岱岳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了解到，泰安市财政下拨
岱岳区一次性创业补贴资
金335万元，支持创业和小
微企业发展，但去年一年仅
完成发放6例。

“去年市财政下拨岱岳
区一次性创业补贴资金335
万元，专项用于发放小微企
业一次性创业和岗位开发
补贴，但去年一年仅完成发
放6例。”岱岳区创业孵化基
地负责人介绍。

2015年，岱岳区劳动就
业管理办公室致力于全面
落实创业扶持政策，按照规
定，岱岳区辖区内各类人员

首次创办小微企业，2013年
10月1日以后领取营业执照
并正常经营1年以上的，均
可申请创业补贴，一次性创
业补贴资金不低于 1 . 2万
元。

“这么好的政策，可惜
全部符合条件的人寥寥。”
创业孵化基地负责人说，这
笔资金发不出去，他们也很
着急。

记者看到，领到一次性
创业补贴和岗位开发补贴
的企业有纺织公司、机械制
造企业、钢结构工程公司
等，最高拿到47500元补贴。

孵化基地负责介绍，根
据他们调查发现，大部分创
业者公司初创时经营资金

有限，往往存在“开业不开
户、开户未参保(以企业名
义在社保部门开放缴纳社
保的专户)”的现象，很多创
业者注册以后未给员工缴
纳社保，这样就达不到补贴
发放的标准。

“也有可能还有一些创
业者(公司)没有学透政策，
暂时不具备申领条件；我们
下一步也加大政策宣传力
度，让所有的创业者都能熟
悉政策，也建议创业者从留
住人才、留住员工的角度出
发，及时开设参保账户，逐
步创造条件；希望符合条件
的经营者和创业者积极申
请创业补贴。”孵化基地负
责人说。

补补贴贴资资金金333355万万元元，，去去年年仅仅发发放放66例例
符合条件的人太少，岱岳区创业补贴等“主人”等得着急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浪潮中，很多人都想做回创客，但是资金、技术等难
题，常常让人打退堂鼓。但有些人敢“折腾”能“折腾”，让我们听听他们的故事。【编者按】

药学毕业做数码

小店一开就十年

6日，泰山医学院内的步
行街里的一家数码店里，刘友
堂正给一位大学生修手机。

“你这个是屏出了问题，
可以放在这里，下午再过来”，
他和顾客交流完后，又开始忙
另外一份工作。

7年前，他是学校药学专
业的一名大学生，而现在他从
事着与本专业看上去相隔甚
远的工作。一家四五十平的实
体店，是他从大三时就一手经
营下来的，一干就是10年。

“为啥选择留了下来？”记
者问道。

刘友堂2 0 0 9年考上了云
南中医药大学的研究生，并没
有去读研。他说是因为突然意
识到，三年后的自己，恐怕还
得再去找工作。他仔细斟酌，

还是想把喜爱的数码作为终
身工作。

资金链断裂

好友凑了十万块

在刘友堂的创业初期，没
有什么启动资金，加之对市场
了解不充分，出现失误，亏了
不少钱。虽然货物在手，但是
资 金 链 断 裂 ，马 上 都 要 倒 闭
了。尤其当房租、物业费都再
催他缴费的时候，刘友堂头都
大了。

原本，他把储蓄和生活费
充当流动资金，但当时他是一
位在校的学生，家人不支持他
创业，变相限制了他的经济自
由。流动资金跟不上，他面对
倒闭的境遇。

“兄弟们看我愁眉苦脸，
有心帮我一把，在兄弟们的援
助下，我们凑了1 0万块，有了
他 们 的 支 持 ，我 经 营 更 加 努

力，终于走上正轨。”

大学毕业上技校

主攻数码维修

为了更掌握更多的专业
知识，他在大学毕业后又去技
校报了辅导班，再主攻“数码
维修”。“那两个月好辛苦，每
天早晨5点起床学习，然后晚
上9点多还写不完作业，在技
校深造的那段日子，他学到了
很 多 计 算 机 方 面 的 专 业 知
识。”

刘友堂在技术上投入了
很多，他学成后又一直不断地
在学习，因为数码更新换代太
快了。

了解刘友堂创业的杜老
师说，那时候他在学校时创业
很辛苦，学校的老师也很支持
他，给他灌输的是品牌，质量，
信誉这样的经营之道。

考考上上研研究究生生不不去去读读
上上技技校校学学数数码码维维修修

刘友堂今年30
岁，是泰山医学院
往届毕业生，从大
三起他就在学校开
起了数码店，毕业
后他考上了研究生
但是却放弃了，最
终回到他热爱的数
码行业里一干就是
十年。

本报首席记者 白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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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挣几毛钱也送货上门

上世纪90年代初，耿香苹走出莱芜的农
村老家来到泰安，跟着舅舅学习打字，一起
做打印工作。1995年，耿香苹成为泰安市某
局的一名临时工，每天对着当时最古老的机
械打字机打字，虽然仅有初中文化，但是爱
钻研的她凭着越来越熟练的打字技术，甚至
拿到比正式工都高的工资。到后来的四通打
字机、286、386计算机，各种设备对于耿香苹
来说，都在熟练掌握之下。

1997年，耿香苹离开这个局，东拼西凑借
了7000多块钱，开起了打印店。当时爱人也仅
仅是名临时工，两口子面对没有钱、没有熟人、
没有客户的困境，只能用最笨的方法起步。无
论时间地点、天气状况，哪怕只能挣几毛钱，耿
香苹都“送货上门”。“那时候连自行车也买不
起，我就走着，就算顾客只复印一张我也去给
送过去，有时候都半夜了，为了挣几块钱我也
得走着去送文件。”

卖房又贷款开起时尚快餐

打印店生意好转后，耿香苹在泰安向阳
街附近开了家水饺园，生意很不错。两年后
又开了一家炒鸡店。公公、婆婆相继生病，耿
香苹只能关了饭店，把所有精力放在照顾老
人身上。

2014年年初，耿香苹到妹妹家串门，发
现她妹妹家附近，有不少小区和机关单位，
吃饭的地方却很少，于是耿香苹萌生了要开
家快餐店的想法。“耿香苹狠下心，借钱、贷
款、卖房，最终在岱岳区政府附近的位置，开
了一家几十平的时尚快餐店。

起步阶段的艰难，仍然让耿香苹难以忘
怀。“起初充值卡系统是我们现学现做的，很
多顾客的充值卡不能用，我只能挨个登记卡
号、给顾客解释、重新激活。”虽然雇了很多
店员，但是只要有时间，收银、打扫卫生、拌
凉菜、面案，她都会亲力亲为。

“我老跟服务员说，咱们农村孩子到城
里来没什么好办法，就只能踏踏实实干活。
既然出来了就没什么退路，我能做到现在，
不是凭运气，而是靠努力和信誉。”耿香苹
说。

先先后后开开过过四四个个店店

她她就就敢敢““折折腾腾””
从打印社到水饺园，再到快餐店，从农村

走出来的耿香苹，一直在“折腾”。她说，农村人
进城没什么大本事，只能踏踏实实干活。

文/片 本报首席记者 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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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待顾客。

耿香苹（右）与员工一起包水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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