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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是民生之本，创业是就业
之源。近年来，济宁市积极响应“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号召，并以打造

“双创”升级版为契机，建设创业平
台，做好创业培训，大力推动创业
带动就业。

根据计划，各县市区辖区内至
少有一处生产型面积不低于10000
平方米、楼宇型面积不低于5000平
方米的创业孵化基地、创业园区正
常运作，至少可容纳50户以上创业
实体入驻。园区内明确划分孵化、
成长、培训、服务等功能分区，设置
有固定的办公场地，有专门的管理
服务机构和一定数量的管理服务
人员，并达到通水、通电、通路、通
讯标准，具备“即入即开”条件。如
今，全市市级以上创业孵化示范基
地(园区)达到24家，形成了一套较
为完整的创新创业的支撑服务体
系。

对于创业初期的企业，邀请专
家对企业负责人进行一对一咨询、
理论培训、观摩实训和对接服务等
全方位培训，并提供后续6个月的

跟踪服务，有针对性地提升创业者
的综合能力，帮助创业者解决生产
经营所存在的问题，促进中小微企
业健康发展，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和创造潜能。

近年来，济宁市人社局利用大
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纳入学分的机
会，积极与曲阜师范大学、济宁学
院等高校协调，由创业大学出资在

高校建设创业培训基地，让在校大
学生就近就地接受创业培训。一方
面强化创业培训，根据创业培训标
准，通过基础知识、沙盘模拟、在线
考试等方式，提升参训学员知识水
平。另一方面济宁市强化创业实
训，开展项目路演，对“试创业”的
学生给予免费入驻创业孵化基地
等政策支持。

居民领到养老金、创业者可申请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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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济宁市开展新农保试点时，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
每月55元；2019年1月份，65岁至74岁居民养老金提至123元，75岁
(含)以上提至128元。

2004年，济宁市全面开展创业担保贷款工作，那时只扶持
下岗失业人员贷款、最高额度2万元；2019年，申请人扩至十类
人员，其中个人最高可贷15万元，企业最高可贷400万元，并均
享政府贴息。

近年来，济宁市的诸多社会保障和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实现
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尤其是城乡居民养老和创业担保贷款政
策的受众面不断扩大，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切实解决了老百姓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济宁人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显著增强。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济宁市人
社局递交了一份亮眼的答卷。

2012年，对济宁高新区
居民张建法来说，是值得庆
贺的一年。这一年，他们一
家人搬到了金色嘉苑社区，
从平房住进楼房；这一年，
他满60周岁，开始按月领取
养老金。

“那一年，金色嘉苑社
区第一批村民上房，我们
家毫不犹豫，搬进了崭新、
敞亮的大房子。”作为一生
中少有的大事记，张建法
对那段日子记忆深刻，考
虑 到 孩 子 们 都 已 成 家 立
业，没有负担的老两口，毅
然支持街道和村里搬迁动
员，离开居住了几十年的
老房子。

张建法是黄屯街道张
厂村人，村子位于铁路北，
交通生活比较不便，一家
人仅靠1 0亩田地为生，收
入十分有限。即便如此，
2010年开始，高新区启动
新 型 农 村 社 会 养 老 保 险
(简称新农保 )试点时，张
建法给自己和老伴按每年
500元的缴费基础，参加了
养老保险。只交了两三年，
老伴和张建法先后达到60
周岁，开始享受养老保险
金领取待遇。

转眼7年过去，张建法
的养老金从当初的每月几
十元，再加上政府为被征地
农民发放的居民养老保险
金，达到了今年的每月400
余元。这几年，自家的土地
流转出去，不再种地的老两
口并没有闲着。张建法在社
区广场从事保安工作，如此
一来，加上养老金，土地征
收补贴以及工资收入，老两

口每人每月都能有一千多
元的收入。“不仅够花的，还
能给小孙子几个零花钱。”
说起这，张建法满脸都是幸
福。

不仅如此，张建法的母
亲健在，97岁高龄的老人，
不用缴费，每月还能领取着
养老金，再加上高龄生活补
助等补贴，她每个月的收入
达到500余元。

同样居住在金色嘉苑
社区，赵庄村的孙兆轩今年
正好60岁，他也已经开始领
取养老金。作为村里的会
计，他更清楚“新农保”刚试
点时，并不受村民信任。

“那时候都是在村里收
现金，虽然缴费档次不高，
老百姓还是不相信，怕上
当。”孙兆轩说，赵庄村有一
千余人，村干部们挨家挨户
宣传，那一年最终仅有200

余人缴费。
和大部分村民持怀疑

态度不同，2010年，电力二
处农场的陈升兰和丈夫按
照1500元的缴费档次参加
了“新农保”，这在当时是比
较高的。“都是国家政策，跟
着走就对了。”对陈升兰来
说，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她
还将给自己和家人提高缴
费档次。

现在，事情发生了根本

性转变。“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缴费的人员达到
60周岁，开始领取养老金，
这一下，当初持怀疑态度的
村民们，都相信了。”提起
这，孙兆轩不禁笑了，眼见
为实后，村民们的缴费积极
性一再攀升，如今，不仅村
里的参保率接近100%，每
年快到缴费时间时，村民们
总是询问什么时间开始缴
费。

“2018年居民养老保险
全年参保9232人，共征缴52
万余元；2019年上半年养老
保险集中征缴工作已全面
完成，32个村已通过税务系
统申报缴费，共计44万元。”
黄屯街道劳动就业办主任
许中艳介绍，如今，黄屯街
道办事处正常领取养老金
人员是4986人，其中基础养
老金118元，满65周岁每月
增加5元，满70周岁每月增
加10元。街道办事处合村并
点居住后，年满60周岁的居
民，还可享受200元的生活
补助，以及每年免费体检等
服务。

山 东 潘 多 拉 酒 店 管 理 公
司、山东起跑线母婴健康管理
公司、山东尚核电力科技公司，
这 本 是 三 家 完 全 不 相 干 的 企

业，但作为创业担保贷款的受
益者，又给它们身上打上了相
同的标签。

早在2012年，运河城六楼的

潘多拉烤肉曾是不少济宁人周
末打卡的地点。如今，潘多拉烤
肉已成过往，公司转而在国内做
大企业团餐、承包美食广场，前
景无限。去年，公司又与北京一
家公司合作，在济宁高鸿智汇写
字楼，打造“WEFOOD·任创汇”
孵化器，在仙营北里上马网红美
食街，为任城区乃至济宁市的新
农业、新食品、新餐饮项目等中
小微企业赋能，促进其健康长久
发展。

“3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
帮企业解决了很大资金问题。”
公司后勤负责人高洪波说，公司
已经直接带动5 0 0余人创业就
业。

2003年，下岗女工陈梅创
办家政服务企业，起名起跑线。
经过16年的发展，当初只有3人
的小公司，已发展成国内百强
家庭服务类企业，下设4个工商
注册公司和2家民非机构，吸纳
大学生就业200余名，累计为2

万多名四五十岁就业困难人员
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并提供就业
岗位。

一路走来，起跑线公司获得
了济宁市人社部门的诸多政策
支持。其中，该公司是第一批享
受到小额担保贷款(现更名为创
业担保贷款)福利的企业。“先后
获得过两笔无息和贴息贷款，一
笔15万元，一笔200万元。特别是
200万元贷款，为企业在发展过
中提供了极大地资金支持。”对
此，作为公司一员，山东起跑线
母婴健康管理公司副总经理张
丽君很感激。

同样，受益于创业担保贷款
的扶持，山东尚核电力科技公司
从最初的6000平方米一间厂房，
扩展到如今的3万平方米大车
间，从当初的8人增至300余人。
不仅如此，公司还成立了山东省
院士工作站，主编、参编各一项
国家标准等。

早在2012年，济宁市就获评
“全国创业先进城市”，一直以来，
济宁市不断增强创业培训的针对
性和有效性，持续降低创业担保贷
款门槛，提升扶持力度，使创业路
更加顺畅、创业者更加舒心。今年
以来，济宁市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8 . 74亿元，开展创业培训9887人，
创业活力凸显。

其中，创业担保贷款，是国家
出台的一项解决就业压力、扶持创
业人员贷款的惠民政策。由政府出
资成立专项担保基金，选择适当的
商业银行作为经办机构，将担保基

金存入经办机构，由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财政部门和经办银行共
同落实贷款的考察、审批、发放、回
收、贴息等工作。

自从政策推出以来，济宁市人
社局采取“双降+双升”方式，不断
降低贷款门槛，提升扶持力度，切
实让企业享受到政策红利。济宁市
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创业贷款担保
服务科工作人员介绍，“双降”是指
降低降低贷款申请门槛和降低贷
款担保门槛。

在政策受众范围和扶持力度
方面，济宁市人社局进行了“双

升”。工作人员介绍，自2004年以
来，该政策从只扶持下岗失业人员
贷款、最高额度2万元，逐步扩大到
符合条件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
业困难人员、复员转业退役军人、
刑满释放人员、高校毕业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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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十类人员，均可申请创业担保贷
款。个人申请贷款额度最高可到15
万元，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申请贷
款额度最高可到400万元，并且均
由政府根据政策情况给予贴息。

社会保障与人民幸福安
康息息相关，建立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障
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开
展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
作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时期
一项统筹全局的重大决策部
署，是实现全体人民老有所养
的基本制度安排，是保障和改
善民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一项重要基础工程。

金色嘉苑居民的故事，
是全市城乡居民参加养老保
险、领取养老金历程的一个
缩影。济宁市社会保险事业
中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科副
科长李瑞霞介绍，1994年开
始，济宁市开展农村社会养
老保险工作，农村居民以储
蓄积累的方式自行养老，国
家没有任何补贴。2009年开
始，按照国务院、省政府统一
部署，济宁市先后启动新型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
民 社 会 养 老 保 险 试 点 ，于
2 0 1 1年7月实现了全覆盖；
2014年又将新农保和城居保
两项制度整合，建立了全市
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居民有12个缴费档
次可以选择。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
保人数由1 2 . 9万人增加到
447万人，待遇领取从12万人
增加到131 . 4万人，基金累计
结余从3 . 8亿元增加到94 . 5

亿元。”李瑞霞介绍，其中，城
乡重度残疾人员、低保对象
等困难群体，个人缴费部分
由统筹地政府按照当地当年
最低缴费档次标准为其代
缴；重度残疾人 (经鉴定为
一、二级残疾)、一至六级残
疾军人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后，可提前5年享受养老金待
遇，从55周岁开始按月领取
养老金。2019年，济宁市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全部纳入政府
代缴范围。

在待遇方面，2009年，基
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55
元，经过7次调整提高达到目
前的118元。2019年1月份，将
65岁至74岁待遇领取人基础
养老金提高到123元，75岁
(含)以上待遇领取人基础养
老金提高到128元。养老金发
放从2009年的1322 . 87万元
增加到2018年的20 . 27亿元。

可以说，建立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制度就是为老年居民
发“工资”。建立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不仅是健全社会保
障体系的重大制度建设、惠民
利民的一大德政，更是对中华
民族数千年尊老、敬老、爱老
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今
后，济宁市还将加快建立健全
社会保障体系，更好保障和改
善民生，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1 住上敞亮楼房，还领到了养老金

1 它们发展壮大，受益创业担保贷款

2 十类群体，最高可贷400万元

3 培训加实训，助力“双创”

2 最初怕上当，现在主动缴费

3 去年发放20亿元，老有所养有保障

济宁城乡居民喜领养老金(资料图)。

城乡居民喜领养老金(资料图)。 在邹城市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几名员
工正在生产车间内工作(资料图）。

济宁市通过举办创业大赛提升创业者创业能力(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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