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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31日，2016
中国(北京)首届媒体科教营
销大会暨中国媒体科教营销
联盟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
中国媒体科教营销联盟由山
西晚报社、宁夏日报社、北方
新报社、青海日报社、楚天都
市报社、湖南卫视·快乐购、
扬子晚报·扬子壹购7家省级
主流媒体联合发起，26省份主
流媒体加入，将共同对接中
国顶尖教研公司，联手中国
顶尖名师资源，生产、传播顶
尖科教产品，让中小学生享
受优质科教产品。中国媒体
科教营销联盟将搭建一个传
统媒体与教育企业的融合营
销平台，整合教育资源，发挥
媒体优势，进而做强做大纸
媒的跨界经营工作。目前，联
盟成员单位共26家，具有广泛
的代表性，这为联盟的健康
发展奠定了基础。

当日上午，山西日报报
业集团编委、山西晚报社社
长张占鹰致欢迎辞：家长群
体是中国社交类平台粘度最
大的用户，也是对平台产品
关注度最高的人群。面对鱼
龙混杂的教科市场，基于媒
体的社会责任，到了我们该
介入的时刻。举例来说，我们
会把中国最好的教辅产品送
进贫困县，让那里的乡村小
学师生，也能在线听到名师
的讲课，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为推动教育公平尽一份媒体

的社会责任。
26家媒体同行纷纷表示，

联盟的成立，标志着全国传
统媒体迈向巨大的科教领
域，媒体也从以前做教育新
闻，界入到做教育产品。《齐
鲁晚报》新媒体电商部主任
杨传忠说，在全球报业市场
高速衰退、全国传统媒体渴
望突围、转型的大背景下，媒
体不仅要大而全，更要小而
精。中国媒体科教营销联盟
就是要做这样的产品。

大会审议并通过了联盟
章程，一致推选山西晚报社
为会长单位，其他6家发起单
位为副会长单位。

全国十佳教师、北京市
十杰教师周沛耕亲临现场，
为大家带来关于《2017年高考
数学备考对策》的相关信息。

首批进入联盟的共有6款
产品，可以说，这是中国顶尖
科教学习类产品。它们分别
是凹凸个性教育、跨学派、腾
讯智慧校园、国学机、跨学
网、课堂直播。

会上，山西晚报社副总
编张晓绵作为会长单位代表
谈道：“中国媒体科教营销联
盟是基于全国省级主流媒体
平台之上成立的，它的成立
意义重大。近几年来，科教产
业大有潜力，希望我们可以
齐心协力，在行业内打造一
个权威专业、互动积极、颇有
效果的交流平台。”

26家省级媒体分别是山
西晚报社、宁夏日报社、北方新
报社、青海日报社、楚天都市报
社、扬子晚报·扬子壹购、湖南
卫视·快乐购、新民晚报社、辽
沈晚报社、北京青年报社、齐鲁
晚报·齐鲁有货、华西都市报
社、燕赵都市报社、人民日报·
人民分销、长春晚报社、海西晨
报社、兰州晨报社、华商报社、
新安晚报社、生活报社、每日新
报社、河南日报社、重庆商报
社、钱报有礼、新疆都市报社、
海口日报社(排名不分先后)。

26省主流媒体合推教辅产品

中中国国媒媒体体科科教教营营销销联联盟盟在在京京成成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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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支招：可大幅提高补贴额度

在创业者遭遇资金难题的当下，上千万的小微企业一次性创业补贴和一次性岗位开发补贴仍
在“睡大觉”。政府有钱，怎样花在小微企业上？专家和行业人士均表示，发放模式得改改了。

本报记者 王皇 张玉岩

把后置补贴
改为前置扶持

“找个会计”为创客们提
供互联网财税服务，创始人
苏剑具有创业者和创业服务
者的双重身份，对于小微企
业补贴的各种政策深有体
会。

“根据《劳动法》，企业需
要为员工缴纳足额社保，而
国家扶持的肯定是正规规范
企业。”苏剑说，补贴设置的
初衷是希望通过创业带动就
业，并且鼓励、带动企业规范
化运转，从这个层面上来看，
补贴设置的门槛并不高。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
些钱想要花出去，并不容易。

“这项补贴属于后置性补贴，
要求企业履行一定的责任后
才能拿到。而在实际过程中，
大多数企业在初创阶段并不
了解政策，而且资金并不充
裕。”苏剑说，“等到他们想再
申请时，就发现不符合条件
了。”

苏剑认为，可以通过引
入市场的方式，将后置性发
放补贴改为前置性。“比如把
一次性创业补贴做成一笔贷
款。假如初创企业资金不充

裕，没有钱缴纳社保，可以向
银行或者第三方机构贷款，
用贷款来缴纳社保。等到政
府的补贴到位，可以用这些
补贴来偿还贷款。”通过这样
的方式，银行或者第三方机
构为了保证能收回贷款，也
会指导初创企业正规运行。

减少扶持数量
提高扶持额度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网商
分会副秘书长鲜涛认为，设
置一年的社保缴费要求，对
小微企业创业来说，周期过
长。他说，对很多小微企业而
言，缴满一年社保这个门槛
太高。而且不论是补贴1 . 2万
还是2 . 4万，企业付出的成本
都不少。

他提醒，政策要达到引
导企业规范化运营的效果还
得下一番苦工夫。“能够达到
标准的企业确实不会太多，
太多企业能拿到，体现不了
引导性。但是如果太少企业
能拿到，这个引导的效果又
达不到。”鲜涛建议，政府部
门可以把这些扶持资金作为
一个基金，给有一定基础的
小微企业，有针对性地提高
扶持额度。

“比如一家企业补贴是
2 . 4万，扶持2000个企业，花
4800万。但很少企业愿意去

申请。如果通过基金的运作，
将一个企业的扶持资金提高
到50万，扶持96个企业，同样
是花4800万，就会有96个小
微企业正规化，这个吸引力
和效果就上去了。”鲜涛说。

小微企业也要看长远
别只从社保上省钱

济南市社科院经济研究
所所长王征认为，“如果真想
扶持小微企业创业，就应从
实际出发，可以考虑缓缴。对
企业的营业情况、资信、投资
实力进行一定的调查，相应
地给予扶持。”

王征说，小微企业自身
要把眼光放长远。一些有实
力的小微企业，不应该一心
从社保当中省钱，而应该努
力使企业规范。这样能给商
业伙伴、企业员工更多的信
心，最终仍对企业发展有利。

“小微企业虽然个头小，
但发展战略不能小，应该要
有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王征认为，政府部门有心对
小微企业进行扶持，还应该
设置小微企业能够得着的条
件，如果政策资金发不出去，
也很难起到作用。“社保应该
缴，但以缴社保为前提来卡
条件，就不太好，有一些行政
命令的色彩。”

2015年小微企业补贴结余资金

济南 烟台 日照 莱芜

3029 . 4

2306 . 4
602 . 8

261 . 7

将补贴和社保捆绑，政策
的初衷是引导小微企业规范化
运营，初衷是好的。为了把补贴
发出去，2015年8月份，济南市
小微企业补贴由1万元提高到
1 . 2万元，近日又提高到2 . 4万
元。两次补贴标准的提高，时间
都是在审计厅公布审计报告几
天后，可以看得出来，补贴发不
出去，审计厅在后面催，人社部
门也着急。

政策的设计并无过错，可
是在实践这把标尺之下，政策
的缺点也暴露无遗。普通的小
微企业起步，资金本就短缺，甚
至入不敷出，七大姑八大姨好
不容易给凑起来的钱，肯定是
要用到刀刃上。把这钱用来给
自己和员工缴社保，很难说得

过去。之前，即便申请到创业补
贴，也只有1 . 2万元，而缴纳一
年社保需要1 . 4万多元，更不用
说为了申请3000元的创业岗位
补贴去给员工缴社保了。这笔
账怎么算都不划算。

钱发不出去，既起不到帮
扶小微企业的作用，更谈不上
引导小微企业规范化运营。可
以说，小微企业补贴政策成了
空中楼阁，中看不中用，造成了
一种“双输”的局面，钱捂烂了
还丢了小微企业这块“大蛋
糕”。

对小微企业的态度，也反
映了决策者有无战略眼光。且
不说小微企业解决就业、增添
经济活力，眼前的小微企业也
许就是未来的“巨轮”，阿里巴
巴、小米之前不也只是“小学
生”吗？多做调查，制定实实在
在能让小微企业够得着的补
贴，目前的几万块，也许会造就
另一个小米。 （李师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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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媒体科教营销联盟成立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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