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11月22日 星期二编辑：郭晓明 校对：晓德 组版：中辉
洛阳·县区 07

10月13日，在洛阳市第四届创业大赛
暨第二届创客大赛上，经过层层选拔，偃
师的云海彩叶苗木基地、河南省万村淘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从17个优秀创业项目
中脱颖而出，获得三等奖，为偃师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增添绚丽的一笔。

今年以来，偃师坚持以创新促创业、
以创业推创新，优化创业发展环境，加大
创新扶持力度，积极推行“创业培训指
导+创业小额担保贷款+创业孵化基地”
的工作模式，努力开创“双创”良好局面。
目前，偃师实现城镇新增就业4474人，下
岗失业人员再就业1336名，农村劳动力
转移 2628 人，再就业培训 1710 人，创业
培训540人，在岗职工提升培训4185人，
贫困人员培训354名，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1315笔12813万元。

培训立足拓展 夯实“双创”基础
“家门口免费学技术，还能学到务工

维权知识，政府的服务太贴心了。”今年
上半年，偃师举办了两期外出农民工建
筑技术培训班，多名农民工不仅集中学
习了建筑行业专业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
技能，还接受了维权知识、务工常识、就

业指导、诚信教育等课程的学习，提升了
自身的综合能力。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就业难，
难在岗位要求的技能高。偃师把加强劳
动者技能培训作为惠民实事之一，建立联
动机制，与就业需求量大的企业，如大阳、
大运、珠峰等企业，建立用工供求关系，开
展上岗前定向培训；采取“以培供需，以需
定训”的原则，先开发岗位再进行培训，实
现培训与上岗就业的有效对接。目前，偃
师完成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2110人，完
成失业人员再就业培训1710人。

为进一步提升劳动者技能，偃师建
立就业困难人员登记台账，围绕他们的
就业需求，组织开展就业援助专项活动，
送政策、送岗位、送服务，实行“一对一”

“面对面”就业帮扶；重点依托人力资源
市场组织开展专场招聘活动，集中为有
就业需求的援助对象提供合适的岗位信
息；依托就业培训机构组织开展特色培
训活动，集中为有技能需求的援助对象
进行培训；依托创业服务机构开展创业
助推活动，集中为有创业意愿的援助对
象进行创业培训，提供创业帮扶；开发一
批公益性岗位，对特别困难的援助对象

实行托底安置。同时，偃师积极实施“春
风行动”，开展订单、定向式技能培训，实
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3万人次，实现
劳动收入12.6亿元。

帮扶立足普惠 强化“双创”支撑
“如果没有创业贷款的政策支持，我

的创业之路不会这么顺。”偃师市岳滩镇
的大学毕业生李燕朋说，2014 年大学毕
业后选择了自主创业，在偃师城区开了一
家婚纱出租和销售店铺，由于资金紧张，
连续两年从市人社局创业贷款担保中心
各贷款10万元。目前，婚纱店经营状况
非常好，面积也从最初的40平方米扩大
到现在的 200 平方米，还带动 6 人就业。
像李燕朋这样享受政府就业鼓励政策实
惠的高校毕业生，偃师还有很多。

政府小额无息贷款，全力扶持自主
创业。这是偃师 2016 年小额担保贷款
政策口号。今年，偃师以小额贷款担保
中心为平台，依托小额担保政策，加大对
创业者小额担保贷款扶持力度，简化工
作流程，加大贷款额度；对高校毕业生、
失地农民、退伍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的申
请，放宽贷款条件，优先审批，着力解决

影响创业的门槛、资金等瓶颈问题。今年
以来，偃师发放小额担保贷款 1315 笔
12813万元。

基地立足服务 搭建“双创”平台
偃师高度重视创业孵化基地建设，积

极搭建创业创新平台，通过减免相关行政
事业性收费、房租及水电暖费用、加强创
业培训指导及小额担保贷款资金扶持等
政策，积极吸纳企业进驻发展。

位于偃师市高龙镇的林安（洛阳）物
流中心已被确认为偃师市级创业孵化基
地，在孵企业10家，带动了一批人就业。

目前，4 家“偃师市高校毕业生就业
见习基地”正在加快建设，引导鼓励高校
毕业生在基地见习；开办偃师市大学生创
业论坛，积极邀请正在创业和有创业意愿
的大学生参加，并邀请省内知名创业大师
授课，提升大学生创业能力；建立“创客空
间”微信群，随时发布创业就业方面最新
政策，让越来越多的创客，带着梦想，从这
里起步、远航。

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立于创业创新
的潮头，偃师已奏响“双创”的乐章。

（王雷）

优化创业发展环境 加大创新扶持力度

偃师：“双创”大潮 百舸争流

本报讯 今年以来，偃师市以融媒体创新为契机，
搭建了“一台、双网、六端”的全媒体文明创建矩阵，并
在传统媒体、网络和社交平台上同步开展了“文明微故
事、微视频、微公益”征集活动，讲好偃师故事，以“有
形”的力量扩大“无形”的影响力，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在潜移默化中渗入每个偃师人的日常生活，探索出
一条“互联网+文明创建”的新路子。

“互联网+政务提升”，让大数据为群众“跑腿”。
偃师市以“偃师民声网”问政服务平台为载体，紧紧围
绕信息公开、网上办事、政民互动三大功能，搭建网民
呼声、在线问政、书记市长留言板三大政民互动平台，
偃师86个政府部门、乡镇网络新闻发言人上线，网上
征求民意、听取民声、集聚民智，形成了以问政留言板、
民声论坛为窗口，以创建办、网管办为中转，以各职能
部门为支撑的投诉、受理、反馈工作流程，搭建起政府
与市民沟通的桥梁，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
跑腿，最大限度方便群众。

“互联网+志愿服务”，开辟志愿服务 O2O 模式。
志愿服务是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借助“互联
网+”，用O2O模式架起群众和志愿者信息通道，越来
越多的偃师人通过志愿服务成为文明的践行者。目
前，全市登记在册的志愿者有7890多人，每年开展志
愿集中活动130多起。

“互联网+文明创建”的开展，促进了偃师市城
市文明指数不断提升，讲文明、献爱心、做奉献的理
念变成了市民的自发行为，好人好事不断涌现，助
人为乐蔚然成风。偃师市借助“互联网+”的东风，
走在建设富裕活力人文秀美幸福新偃师的康庄大
道上。

（王雷 高宇飞）

“互联网+创建”
谱写文明新篇章

本报讯 日前，省科技厅2016年度第一批拟批准
设立的院士工作站名单公布，在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的河南省无机吸附材料院士工作站
上榜，成为偃师市首家获批的企业院士工作站。

河南省无机吸附材料院士工作站获批，是建龙公
司继2011年组建河南省吸附类分子筛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2013年建成亚洲最大无机非金属吸附材料产业
基地洛阳建龙吸附材料产业园和2015年成为国内首
家在新三板上市的吸附材料生产企业之后，又一座里
程碑。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杨祖保进驻工作站，对发
挥研究团队优势，依靠高端智力资源，深化产学研合
作，推动建龙公司在分子筛吸附材料领域创新驱动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黄伟伟 刘林）

偃师首家
企业院士工作站获批

今年以来，偃师市抢抓郑洛新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河南自贸区机遇，
紧盯洛阳市“9+2”工作布局、“四高一
强一率先”奋斗目标，主动对接央企、省
企，打通“五链”推进地企合作，在项目
建设、产销对接、产学研合作等方面取
得积极成效。

打通“政策链”。在支持项目建设、科
技成果转化上，打出政策“组合拳”，出台
了《偃师市强信心稳增长促发展十条政策
措施》，对地企合作项目多方面予以优
惠。市财政安排 5000 万元的产业持续
资金，用于产业转型升级和科技创新项目
的专项奖励。

打通“服务链”。实行市领导分包地

企合作项目，建立工作台账，每月对项目
情况进行督察。目前，已开工项目4个、
总投资22.9亿元，签约项目2个、总投资
16 亿元，与省水投集团合作的洛河水生
态综合治理开发 PPP 项目、与洛阳理工
学院合作的偃师市智能装备协同创新研
究院、与洛阳中硅高科合作的中国恩菲

（偃师）研发基地及产业化、与华润新能源
风能有限公司合作的90MW风电场等项
目顺利推进。

打通“信息链”。利用“洛阳市工业产
业产销对接联动平台”，促进域内企业各
类信息共享互通。今年前三季度已有60
余家企业通过平台开展产品供应、需求合
作，实现销售额33.6亿元；另有7家企业

分别与省企、央企签订产品供应合同，销
售额13.1亿元。

打通“资金链”。积极推荐前景好、潜
力大的产销对接企业取得金融机构支
持。截至目前，帮助32家产销对接企业
融资5.3亿元，使用续贷周转金1.4亿元，
为企业节省融资成本310余万元，增加产
值 2.6 亿元。协调金融部门为洛河水生
态综合治理开发 PPP 项目授信 9.44 亿
元，为项目建设提供资金支撑。

打通“创新链”。依托产业集聚区公
共服务中心、创业创新大厦，积极建设智
能装备协同创新研究院、建龙微纳新材
料公司分子筛院士工作站、亚明科技
LED 新光源研究院、中国恩菲有色金属

冶炼研发基地等研发平台，引导中小企
业与河南省、洛阳市各大院校、科研院所
开展技术合作和成果转化。今年前三季
度已完成科技成果转化项目12个，签约
项目 7 个。通达电缆与河南科技大学合
作的特种导线产业化项目、春宾电缆与
河科大合作开发的环保绝缘护套项目已
实现工业化生产；建龙微纳新材料与河
科大合作开发的膏状活化分子筛已研发
完毕；建园模具与河科大合作的异型材
智能包装中心项目属国内首创，实现了
塑料异型材包装的自动化；汉泰管业与
七二五研究所合作的玻璃钢管道、管廊
应用项目填补了国内空白。

（邓金慧）

打通“五链”促地企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