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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南昌县八月湖街道海嘉路社区内一场“甜蜜活动”
吸引了数十位居民参与。在社区党支部书记邓霞的指导下，
大家纷纷动手制作蛋糕和甜品，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邓霞是一名90后，读大学期间，因为喜欢吃甜点，她连续
两年暑期在面包店务工。干活之余，她还悉心向师傅请教，
很快学会了做蛋糕和甜点。

参加工作后，邓霞闲暇时也经常做做蛋糕。邓霞的弟媳
妇在跟着她学做蛋糕的过程中，萌生了创业的想法，2019年
开了一家烘焙店，把兴趣变成事业。

弟媳妇的成功，也让邓霞有了想法——社区很多人对烘
焙感兴趣，组织大家一块学习，既丰富了社区居民生活，又增
进了社区与居民之间的互动关系。

于是，邓霞提供材料和工具，邀请居民参加。“一些人开
始只是凑热闹，但慢慢就变成了爱好，经常找我学习。”邓霞
笑着说。

居民詹洁是邓霞的一名“学徒”，她原本在家带小孩没有收
入，去年尝试做蛋糕在网上卖，如今每个月都能赚一两千元。

“作为一名社区干部，我希望把自己的技能教给更多居
民，让大家能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邓霞说。

多景区推出女性专享优惠活动
本报讯（记者龚艳平）当前，全省各地春暖花开，正是踏

青赏花的好时节。针对女性游客，目前我省众多景区推出了
女性专享优惠活动。日前，记者采访了解到，3月6日至3月31
日，萍乡武功山对女性游客免票开放；3月6日至3月14日，安
义古村群景区对女性免票开放，陪同男性游客门票半价。

针对春游群体，南昌多家旅行社已推出“3月旅游热荐”
“踏春赏花季”等促销专题。旅行社方面预计，这股春游的热
潮会持续整个3月，甚至延续至4月。

新余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本报新余讯（记者余红举）3月1日，新宜吉合作示范区

5条道路新建项目、仙女湖环湖公路绿化美化亮化提升项目
在新余市开工建设，项目的建设将进一步完善该区道路交通
网络，有效助推仙女湖全域旅游的提质升级。

按照“三年成框架、五年出形象”目标，加快道路等基础
设施建设，此次启动的 5条市政道路建设，总投资 3.23亿元，
分别为祥龙大道、半山路、云霞路、站西路、站东路，主要与新
余市环城公路等国省道、城市主干道有效衔接，形成示范区
道路主骨架。

此外，仙女湖环湖公路（X215线）亮化项目位于仙女湖
七夕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总投资5亿元，主要对环湖绿道沿
线、环湖路所有景观节点、驿站等进行亮化改造，对爱情岛原
有旅游基础设施进行提升改造等工程。

新建区打造惠企管理平台
本报南昌讯（记者蔡颖辉）“有了惠企政策兑现窗口，不

到 3天时间我们就收到税收返还奖励资金 185万元，又快又
方便，再也不用一个个部门去跑了。”3月1日，江西金山建设
有限公司负责人罗贤文高兴地对记者说。

“像金山建设有限公司申领税收返还这种情况，在以前，
整个流程最少需要 30个工作日。”南昌市新建区行政审批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现在通过“惠企政策兑现管理系统”平台，
企业直接在网上申报材料，3个工作日就能办完。

为了更好地服务企业，新建区在区政务服务大厅设立
“惠企政策兑现窗口”和代办中心，将原来分散在全区的惠企
政策、兑现部门、兑现事项整合起来，对各类政策兑现实行一
站式受理，一个窗口统筹跟踪。 同时，区行政审批局建立起
一支集受理、流转、审核的精干队伍，为企业提供惠企政策兑
现咨询、辅导、帮办、代办服务，用于保障惠企政策“一站式”
服务的高效运转。实行惠企政策兑现“随到随审、限时办
结”，真正让企业体会到“门好进，事好办”。

上午在抖音吆喝宁都特产，下午帮
商家设计宣传广告，3月9日，“励志哥”
廖竹生又接到很多订单，忙得不可
开交。

廖竹生是宁都县对坊乡半迳村人，
因先天性残疾导致双手不灵活，他通过
参加县免费电商培训班，创业做电商。
缺乏资金之际，当地就业部门给他发放
了 15万元创业担保贷款。如今他有了
120亩脐橙和柚子园、50亩茶园、500亩生
态种养基地，其带领的电商团队成员也
从组建之初的5人扩展到现在的16人。

创业带动就业的廖竹生，2月 25日
迎来了人生“高光”时刻，站上了“全国
脱贫攻坚先进个人”领奖台。廖竹生的
故事，恰恰是我省创业担保贷款发挥扶
创业、促就业取得成效的一个生动
体现。

解民忧：为创业者送去
“及时雨”

张念陈是永修县吴城镇同心村渔
民，祖祖辈辈以捕鱼为生，退捕禁捕开
展后，张念陈与其他渔民“洗脚上岸”。

“不能捕鱼后，我发现县城里跑运输
搞物流很热。”2017年初张念陈决定创
办一个运输公司。想创业，张念陈却没
资金，愁得彻夜难眠。正在他犯难之际，
恰好当地政府为切实帮扶退捕渔民就业
创业，永修县就业创业部门主动跟进了
解退捕渔民的就业需求等基本情况。

张念陈了解到渔民创业可以申请创
业贷款时，他立即填好资料，向永修县就
业局创业贷款部门递交了贷款申请。“效
率很高，不到一周时间，贷款就发放到
位。”张念陈告诉记者，在创贷资金的扶
持下，他在县城开办了一家汽车运输服
务有限公司。目前，张念陈的运输公司
走上正轨，不仅还清了全部贷款，还带动
11人就业，其中退捕渔民5人。

记者了解到，到目前，我省已实现创
业担保贷款对象全覆盖，合法创业的其
他自主创业人员，均可申请创业担保贷
款，包括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
员（含残疾人）、复员转业退役军人、高校
毕业生（含大学生村官和留学回国学
生）、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人
员、返乡创业农民工、网络商户、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农村自主创业农民等。在
此基础上，我省还进一步明确，将合法创
业的其他自主创业人员纳入申请对象范
围，各地可根据当地财政情况给予扶持，
实现了政策的普惠性和全覆盖。

惠民生：创业带动就业
释放倍增效应

3 月 9 日，春寒料峭。走进位于上
饶高新技术产业园的江西省澳蓝特实
业有限公司，只见私人定制生产车间热
火朝天，一片繁忙。

“终于缓过来了，我们不仅稳住了
67个岗位，另外还招收了4名员工。”江
西省澳蓝特实业有限公司行政经理周
霖海告诉记者，公司是 2005年创办的，
属于小微企业，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

体，主要业务是专业定制整体橱柜衣柜
和全房定制生产。去年疫情期间，企业
因运输、材料和开工延迟等影响，有限
的资金储备面对高涨的运营成本、漫长
的收款账期，显得力不从心。

就在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当地创
贷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他，疫情发生
后，我省出台了十条创业担保贷款政
策，将小微企业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的条
件从“增就业”延伸到“稳就业”，在全国
率先提出，1年内企业稳定就业岗位达
到 95%以上就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
扶持。

周霖海说，正是这个好政策，让企
业渡过了难关。

“无论是个人创业，还是小微企业创
业，对带动就业都有倍增效应。”省创业
贷款担保中心有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自2002年底，我省启动小额担保贷款工
作以来，不断积极探索，勇于创新，2015
年实现了小额担保贷款向创业担保贷款
的提质转型，截至今年2月底，全省累计
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421亿元，位列全国

第一；累计扶持个人创业128万人次，带
动就业501万人次。据人社部劳科院以
江西为蓝本的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效应评
估显示：江西创业担保贷款促进就业效
应明显，每1万元贷款带动0.39人就业，
每扶持 1人创业提供 4.74个就业机会，
通过贷款扶持的小微企业，平均每家企
业增加16.8人就业。

鉴于我省“贷”动就业取得的成效，
人社部多次前来我省调研，称之为创业
担保贷款的“江西模式”，成为我省就
业创业工作的一张名片。

暖民心：连续15年列入
省政府民生工程

为了让创贷好政策变“沛雨甘霖”，
及时“落地开花”，我省创业担保贷款在
不断推进业务操作流程，方便群众申请
办理，特别是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
和银行、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大数据
共享，推进全省创业担保贷款信息化建
设，融入社保卡人社系统一卡通业务，

申请人只需持社保卡就可以申请创业
担保贷款。

对这一措施带来的便利，今年 1
月，通过社保卡申请创贷资金成功的童
连梅有深切体会。童连梅是一名在外
务工返乡创业人员，4年前她因小孩要
上学无人接送，回到了安福县严田镇，
开了一家超市。

“那时，我申请创贷资金，资料审
核、贷前调查、审查推荐等都是在窗口
一站完成。”童连梅告诉记者，今年 1月
份，她为了扩大规模，申请了 20万元的
创贷资金，走进县创业担保贷款绿色通
道，在电脑上读取她的社保卡信息，就
完成了申请流程，贷款也很快打到了她
的社保卡上。

目前，我省创业担保贷款群众申请
更方便，实现线上线下双线并行，全省
130 个创业贷款担保中心线下服务网
络，延伸到 1700 多个乡镇人社服务所
和社区（村委会、居委会）就业工作站，
实现了市、县、乡、村覆盖；“赣服通”“江
西人社公共服务”“创业微信贷”等线上
服务平台，均可提供创业担保贷款线上
申请服务。

对此，在创业担保贷款行业摸爬滚
打了近 15年的鹰潭市劳动就业服务管
理局局长叶庆国表示，我省创业担保贷
款之所以能越做越好，与省委省政府的

“民生情怀”分不开，自 2007年开始，省
委、省政府将小额担保贷款工作列入了
省政府“民生工程”高位推动，成立专门
机构，确定了人员、编制和工作经费，并
建立了激励机制，列入各级政府“民生工
程”任务考核，极大地推动了该项工作。

“每年的第一季度，我省会召开一
次民生实事工程调度会，创业担保贷款
就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会上省长与各
设区市的市长签责任状。”叶庆国告诉
记者，在省委、省政府的强力支持下，我
省创业担保贷款工作得到稳步发展，逐
步形成了人社部门牵头，财政、人民银
行等部门配合，工青妇、残联、民族宗
教、高校等群团组织和单位积极参与的
齐抓共管良好局面。

扶创业 促就业

1421亿元“贷”动501万人次就业
我省创贷工作连续15年列入省政府民生工程

本报记者 洪怀峰 文/图

省创业贷款担保中心窗口工作人员正在为创业者办理业务。

省创业贷款担保中心工作人员送政策上门。

“甜蜜”的社区书记
本报记者 陈 璋

▶3月4日，乐安县湖溪乡小陂村村民正在田间栽种烟苗。农忙时节，该县
广大农民抢抓农时，全力备战春耕春种，确保新的一年产业增效、增收。

通讯员 邱志超摄

信州区又一个爱心驿站投入使用
本报上饶讯（记者余燕）“累了进来歇歇脚、喝杯水”“免

费为户外劳动者提供温暖的港湾”……为服务户外劳动者群
体，上饶市信州区第二个“24小时不打烊”户外劳动者爱心驿
站在水南街道投入使用。

“环卫工人、城管队员、快递员和外卖小哥等户外劳动者
群体，为广大市民提供城市服务和生活便利，但由于工作的
特殊性，存在休息难、喝水难甚至吃饭难等实际问题。”信州
区总工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给户外劳动者更多关爱，区
总工会和国网上饶市信州区供电公司等单位联合建立了爱
心驿站，劳动者可随时进入驿站，免费使用驿站内的微波炉、
空调、应急药品和多功能充电插座等设备。此外，驿站还专
门划出一处作为“爱心妈咪小屋”母婴室。

◀3 月 2 日，湖口县武山镇种
粮大户不误农时，驾驶旋耕机翻耕
土地，为春耕生产做好准备。

通讯员 郑飞华摄

3月3日，宁都县蒲公英义工协会志愿者在该县梅江河
滩上捡拾垃圾。连日来，协会组织近百名志愿者开展“保护
母亲河 我们在行动”志愿活动。 通讯员 曾嵘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