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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 本 报 记 者 马景阳 刘磊
本报通讯员 薛峰 苏良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临淄区针对辖区内创
业者、就业者面临的诸如资金、技术、信息等
需求，从政策、资金和培训等多方面搭建创业
就业平台，精准服务，提高创业者和就业者的
技能，增强其保障，5年来累计新增创业人员
8400多人，带动就业25000多人。

5年新增创业8400人

带动就业25200人

在淄博市临淄区朱台镇王营村，脏乱差的
废弃工厂和养殖场，如今被一排排整齐的现代
厂房所代替。经过几年的建设发展，这里已建
成总占地8万余平方米的厨房设备加工园区，

园区内27家厨房设备企业集设计、加工、销
售、安装、服务为一体，有上百个品种的产
品，实现年产值达4 . 5亿元。

“一个月7000多的工资，工厂就在自己的
村里，上下班非常方便。”11月17日，在园区
内山东汇德厨业有限公司工作的周向雷说。

园区内27家企业的负责人，有21家来自王
营本村，厨房设备加工园的建设有效带动了村
民就业致富和村集体经济发展，为王营村及邻
村解决劳动力就业1200余人。厨房设备加工园
为入驻企业提供免5年承包费、担保贷款等一
系列优惠扶持政策，促进了园区的规模发展。

山东汇德厨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王荣建介绍
说：“厨房设备加工园的建成，环境大为改
观，也让我找到了很好的创业机会。”

近年来，临淄区加快推进创业带动就业，
通过创业政策体系建设、创业机构建设、创业
平台建设、创业网络建设、创业文化建设、创

业型城市（街道、社区）建设初步形成“六位
一体”公共创业服务体系，全区上下形成了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

同时，临淄区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市促进
创业就业的扶持政策，结合实际，制订了《临
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
意见》、《临淄区创业孵化基地扶持办法》等
一系列政策措施，涵盖创业指导、创业培训、
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创业场地、创业型
街道（社区）和创业示范平台建设等方面，构
建了一套全面覆盖、较为完备、具有地方特色
的政策体系。

2014年至2017年，临淄区政府每年安排创
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不少于1000万元；区级创
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每年增加不低于500万
元。2012年以来，累计新增创业人员8400人,带
动就业人员25200人，累计为全区1200余家贷款
户发放创业担保贷款4 . 18亿元，发放贴息1200
余万元，担保基金增加到4450余万元。

搭建创业平台

加大创业扶持力度

AMF海水农场是第一批入驻临淄区创业孵
化中心的项目，入驻创业孵化中心后，除了享
受到系列扶持政策外，今年还获得了10万元的
小额担保贷款支持。

“对刚起步的公司来说，最需要的就是资
金，这10万元的小额担保贷款，对我这种小型
项目而言足够了。这笔贷款还不需要支付利
息，更节省了公司成本。”AMF海水农场经理
张金海说。

2016年2月，由临淄区政府投资1772万元建
设的创业孵化基地正式揭牌启用。作为临淄区
首个综合性创业服务基地，创业孵化基地致力
于为初创企业和创业项目搭建创业平台，提供
全方位服务，助推企业发展。

目前，孵化中心已入驻创业实体125家，
带动就业600余人，区财政每年投入900余万
元，企业“在孵”期间可以减免租金，享受免
收水费、物业管理费、网络使用费、空调及取
暖费等系列优惠政策，为入驻创业实体打造
“零成本”的创业服务平台。

“创业孵化基地还提供创业咨询与顾问服
务，包括工商登记与税务登记、财务代理、人
事代理、法律服务等配套服务，实现一站式办

结，提高办公效率，营造舒适的创业氛围。”
临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王卫东介
绍。

同时，临淄区人社局持续加大创业担保贷
款扶持力度，有效解决了创业者创业资金短缺
难题，积极支持鼓励创业者成功创业。2017年
为309名符合条件的人员和4家劳动密集型小企
业办理创业担保贷款4177万元，直接扶持313人
实现自主创业，带动1118人实现就业，发放贴
息255 . 9万元。

加强技能培训

做好重点群体就业

“失业后，不仅有失业金保障生活，还通
过免费参加培训让我学会了一技之长。”11月
17日，雪宫街道居民王伟笑着对记者说，今年
在参加临淄区人社部门组织的面点师培训后，
很快便在一家蛋糕店找到了一份工作，“除去
保险，还能拿到2000多的工资，做梦也没想
到。”

今年，临淄区人社局大力扶持失业职工再
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
训力度，提高求职人员能力素养和社会竞争
力。临淄全年共培训各类人员2506人，其中创
业培训1313人，技能培训1193人。截至2017年10
月，临淄区实现城镇就业转失业人员再就业
7790人。

“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结合求职人员个人
实际，开展‘菜单式’技能培训，根据各自兴
趣爱好自由选择培训内容，切实提升培训实
效。”临淄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主任孙
夕宝介绍。

同时，临淄区积极落实稳岗补贴政策，截
至今年三季度末，临淄区共为17家单位45人发
放社会保险补贴及岗位补贴647798 . 19元，其中
社保补贴204748 . 19元，岗位补贴443050元；为
177家企业申报发放稳岗补贴3419860元，有效
地促进了就业困难人员稳定就业。

十九大报告提出，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
入水平。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我们作为基层
人社部门，将进一步落实创业就业政策，重点
扶持就业困难人员和大学生，加大扶持政策宣
传力度，在就业指导、创业培训方面提供‘面
对面、点对点’的服务，做到精准就业、精准
帮扶。”王卫东说。

□记者 刘磊 报道
本报淄博讯 11月13日，《淄博市人民政

府关于水泥砖瓦窑行业承担保民生任务企业冬
季错峰生产事项的批复》（下称《批复》）公
布，5家企业相关生产线不纳入错峰生产，4家
企业纳入错峰生产并按规定实施停产。

《批复》显示，5家企业相关生产线不纳
入错峰生产，分别为：山东山铝环境新材料有
限公司，1#窑（2500吨/日）和2#窑（5000吨/
日）干法水泥生产线，协同处置市政污泥；淄
博鲁中水泥有限公司，干法水泥生产线（4500

吨/日），协同处置危险废物和市政污泥；淄
博山水水泥有限公司，2#窑（5000吨/日）干
法水泥生产线，冬季承担淄川区岭子镇集中供
暖任务，供热面积18万平方米；沂源宝隆新型
建材有限公司，2条隧道窑（3000万块/年），
协同处置沂源县市政污泥；沂源华鑫建材有限
公司，1条隧道窑（3000万块/年），协同处置
沂源县市政污泥。

以上企业的相关生产线，应严格按照环评
审批及验收生产负荷要求进行生产，并按照规
定承担相应的保民生任务，不得私自扩大产

能。实际检查中如发现未按规定承担保民生任
务，或超负荷生产，或上报材料中弄虚作假
的，自发现之日起，立即实施停产，并按冬季
错峰生产要求，延长停产时间，从停产之日
起，至少连续停产120天。有关区县政府要对
以上企业开展不定期检查，督促企业落实相关
要求。

同时，《批复》规定，目前，山东东华水
泥有限公司和淄博市淄川区宝山水泥厂2家企
业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废弃物项目尚未取得环
评审批意见，应纳入停产企业名单。而淄博双

凤山水水泥有限公司和山东祥和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家企业为粉磨站企业，根据国家、省有
关要求，粉磨站企业不承担保民生任务，且企
业均未取得相关环评审批意见，应纳入停产企
业名单。

根据此前公布的《淄博市2017年度工业企
业冬季错峰生产调控措施实施方案》，重点行
业错峰生产调控实施时间为2017年11月15日至
2018年3月15日，共4个月。其中，焦化行业限
产时间为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共6
个月。

淄博4企业纳入冬季错峰生产并按规定停产

“面对面、点对点”

临淄：精准服务助力创业就业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翟超群 报道
本报淄博讯 11月9日，淄博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市房产管理局和大众报业经济导报淄博
记者站联合主办“2017淄博市智慧住区和现代物
业发展论坛”。来自全市房地产、物业、科技、
互联网领域的智慧城市先行者近400人共聚一
堂，共同聚焦智慧城市建设中出现的房屋开发和
社区管理问题，共商现代城市房屋开发、住区管
理之道和发展大计，破解智慧住区与物业发展困
局，以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与会代表表示，他们对淄博城市的未来建设
充满信心，淄博市智慧城市建设工作必将掀起新
的篇章，淄博城市居民的美好生活指日可待。

《淄博市新型智慧城市总体规划纲要（2017
－2021）》9月30日由淄博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
并正式开始实施。

2017淄博市智慧住区

与现代物业发展论坛举行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杨庆平 报道
本报淄博讯 按照省审计厅统一部署，淄博

市、县两级审计机关日前启动了对张店区、博山
区、桓台县、高新区4个区（县）和市本级涉及
环保、水利、财政、住建等相关部门单位水环境
保护和污染防治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审计。

此次审计的重点主要是对水环境保护政策制
度建立执行情况进行审计。一是关注水环境保护
规划和考核评价制度；二是建立落实情况及水环
境相关约束性指标、目标任务完成情况；三是重
要饮用水水源和南水北调水质安全保护任务完成
情况。此次审计将摸清全市水环境质量总体情
况，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整改意见和建
议，为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保障水环境安全、
建设生态淄博作出积极贡献。

审计水环境保护和污染

防治政策措施落实情况

□记 者 程芃芃
通讯员 俎登海 李晶 报道

本报高青讯 “这个公告我看了好几遍，现
在办事简单多了，记得以前孩子考试要开无犯罪
证明，开个税票要有粮食自种证明……”11月15
日，在高青县芦湖街道包福李村，村民李国勇指
着村公示栏里贴着的公告，高兴地说。

李国勇说的“公告”，是《关于公布高青县需村
（社区）开具的证明材料清单的公告》，是该县编办
和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来村里宣传时贴上的。

“这样的宣传彩页，我们印了10万份，安排
人员在县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大厅、学校、医院、
银行、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发放。”县委组织部
副部长、编办主任孙洪澎表示。

工作中，该县编办联合政府督查室等单位，
分组对镇（街道）、县直部门（单位）进行专项
督查，力保减证便民改革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高青减证便民改革

成效初显

11月17日，十余位市民正在接受面点师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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