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农村去到农村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如今如今，，在乡村振兴的号角声中在乡村振兴的号角声中，，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返乡创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返乡创业。。
如果说亲情如果说亲情、、乡情是他们返乡的原乡情是他们返乡的原
动力动力，，那么好政策那么好政策、、好产业便是各地好产业便是各地
吸引他们返乡创业的源动力吸引他们返乡创业的源动力。。

在青海在青海，，越来越多的创业青年越来越多的创业青年
响应家乡号召响应家乡号召，，为家乡发展贡献力为家乡发展贡献力
量量，，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地方政地方政
府立足资源禀赋府立足资源禀赋、、创业领域等实际创业领域等实际，，
为返乡创业青年提供精准服务为返乡创业青年提供精准服务。。

回乡创业是一个艰难和循序渐回乡创业是一个艰难和循序渐
进的过程进的过程，，如何让返乡创业青年从如何让返乡创业青年从

““要回来要回来””到到““留得住留得住””，，再到再到““发展发展
好好””？？这必然离不开各级政府和相这必然离不开各级政府和相
关部门的支持关部门的支持。。只有在返乡创业青只有在返乡创业青
年的实践创新中年的实践创新中，，为他们创造更加为他们创造更加
优良的创业环境优良的创业环境，，提供更加广阔的提供更加广阔的
发展空间发展空间，，才能让他们尽显才能才能让他们尽显才能、、施施
展抱负展抱负，，并带领更多人共同致富并带领更多人共同致富。。

各地可依托各类园区载体各地可依托各类园区载体，，积积
极吸纳符合发展规划要求的返乡创极吸纳符合发展规划要求的返乡创
业青年及企业项目入驻业青年及企业项目入驻。。同时同时，，出出
台好政策台好政策，，打造就业创业集聚高地打造就业创业集聚高地
的发展战略的发展战略,,健全完善返乡创业政健全完善返乡创业政
策体系策体系,,通过各类媒体通过各类媒体、、基层服务基层服务、、
载体活动等方式载体活动等方式，，营造浓厚的返乡营造浓厚的返乡
创业氛围创业氛围。。此外此外，，应当加大资金支应当加大资金支
持力度持力度，，设立设立““返乡创业投资基金返乡创业投资基金””，，
采取园区担保采取园区担保、、财产担保财产担保、、““公司公司++农农
户户””担保等形式担保等形式，，降低担保门槛降低担保门槛，，加加
大贴息力度大贴息力度。。

各地应当为创业青年拓宽企业各地应当为创业青年拓宽企业
招工渠道招工渠道，，通过通过““春风行动春风行动””等活动等活动，，
把招聘会开到把招聘会开到““社区社区”“”“村头村头””，，鼓励鼓励
大学生大学生、、农牧民在家门口就业农牧民在家门口就业，，为返为返
乡创业者解除用人的后顾之忧乡创业者解除用人的后顾之忧。。同同
时时，，支持返乡创业者发展支持返乡创业者发展，，多给予关多给予关
心指导心指导，，多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多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支支
持持、、引导创业者在创业之路上走得引导创业者在创业之路上走得
更稳更稳、、更远更远。。

各地需举全力各地需举全力，，让越来越多目让越来越多目
标明确标明确、、眼光独特眼光独特，，愿意在泥土里扎愿意在泥土里扎
下根基的返乡创业青年成为下根基的返乡创业青年成为““新农新农
人人””，，让他们竭尽所能发现和盘活农让他们竭尽所能发现和盘活农
村农业特色资源村农业特色资源，，反哺自己热爱的反哺自己热爱的
家乡家乡，，并助力他们用实际行动实现并助力他们用实际行动实现
产业振兴产业振兴，，使青春之花绚烂绽放于使青春之花绚烂绽放于
田间地头田间地头。。

让返乡创业青年
留得住、发展好

宋翠茹宋翠茹

努力建设好创业之地，让新产业、

新技术、新人才在海南州扎根、成长，是

当下海南州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之一。

近日，记者走进海南州创业孵化

实训园，办公大楼内电梯、办公家具、

网络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在这里，

足不出“园”就可享受完善便捷高效的

服务，受到了入驻企业的高度认可。

“为了让更多创业团队立住脚、

留住心、扎下根，海南州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门全力推进创业孵化实

训园配套设施建设，2023 年 8 月对创

业团队、初创企业正式开放。开放第

一天，签约入驻的企业就有十几家。

现 在 ，27 间 办 公 室 全 部 可‘ 拎 包 入

驻’。”海南州就业服务局局长南拉才

郎介绍到。

据了解，海南州创业孵化实训园

按照省级创业带动就业孵化基地标

准进行规划设计，打造全套共享创业

服 务 平 台 ，免 费 提 供 给 入 孵 团 队 使

用 。 创 业 团 队 入 孵 后 ，可 免 场 地 租

金、网络费、水费，并免费使用办公家

具、取暖及其他各项办公设施。

作为海南州重点产业项目，海南

州创业孵化实训园搭建平台、聚合资

源、推动创新、带动就业、共建共享，

一方面帮助企业降低了创业成本和

风险，提供全过程点对点“保姆式”精

准服务，助推项目成果就地转化，提

高创业成功率；另一方面，充分发挥

创业孵化实训园功能和优势，对接省

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整合政

府资源，优化企业创新创业环境，为

企业提供技术支撑。

提起创业，这里的不少创业者感

慨，多亏创业孵化实训园帮助他们在

创业初期起好步。同时，园区成立联

合党支部，吸纳优秀创业代表入党，

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以前听别人聊创业时，总能听

到‘ 政 策 难 享 受 、申 请 难 通 过 ’的 抱

怨。但在这里，感觉却不一样，我们

得到了很多帮助，学到了不少东西，

还 可 以 及 时 了 解 掌 握 各 种 创 业 政

策。而且，园区还组织了各种创业活

动，让我们收获了不少资源。”青海蓝

鸽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才

项闹日说，现在很喜欢在园内为创业

梦想打拼的感觉。

像才项闹日和他的团队一样，许

多人都把海南州创业孵化实训园作

为自己回乡创业的第一站，以此为起

点追逐梦想。

“以最强的政策供给，打造最优

的引才留才环境。我们将持续升级

服 务 ，不 遗 余 力 地 培 育 企 业 快 速 成

长，为海南州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积

极贡献。”海南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局长何明海说。

创业动力更足创业动力更足

搭好平台，才可引凤还巢。我们欣

喜地看到，海南州举全州之力，支持返

乡创业者发展，同时给予关心指导，帮

助解决实际困难，支持、引导创业者在

创业路上走得更稳、更远。如今，海南

州创业孵化实训园为各类创业人才脱

颖而出创造了宽松环境，并不断吸引着

更多的在外青年回乡发展。

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牧区，都有实现

梦想、施展才能的舞台。拉公才让扎根

家乡已有十年，“当时决定在家乡发展，

除了想为家乡出份力，还有州上、镇里对

创业给予极大支持的吸引。”海南州藏牛

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拉公才让告诉记

者，自己在家乡共和县倒淌河镇开家庭

牧场建生产车间，海南州相关部门帮助

解决了基础配套、招工等很多问题。

这些年来，立足海南州民族文化产

业发展，致力将家庭牧场打造成“本土

最好的牧业企业”，拉公才让的公司发

展一步一台阶，推出了民族服饰、风干

牛肉、牦牛奶酪、自热牦牛干肉汤、牛粪

宝（环保燃料）等 5 类 16 款系列产品，成

功申报实用新型专利 2 项，注册“财富

宝”商标，2023 年公司总营业收入 56 万

元，带动周边 19 名乡村劳动力就业，人

均年增收 2万余元。

近年来，海南州在创新创业平台上

下足功夫，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厚植创

业沃土，激发创业活力，提振企业等经

营主体的发展信心。2024年，海南州人

社部门因地制宜为创业者打造互动交

流平台，提供全方位、立体化创业服务。

同时，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环境，加

大高水平创新载体建设，汇聚强劲创

业动力，为更多创业者、求职者提供创

新发展平台。在海南州人社部门推动

下，海南州创业孵化实训园取得积极

成效，成功举办了“首届海南州创业创

新大赛”，为创业者提供了展示创业成

果和交流的平台，促进参赛者间深度

合 作 。 青 海 益 瑞 州 环 保 科 技 有 限 公

司、青海倍力甘草科技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等入驻企业在科技型企业、创新

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上均实

现零的突破。

“今年，我们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构建多层次创业培训体系，搭建多元融

资渠道，提供全方位创业服务。要聚力

打造海南就业 e 站，依托海南州创业孵

化实训园，聚集更多优势资源，建立‘企

业招工+求职登记+精准配岗’的服务机

制，动态掌握用工单位和求职者就业状

况变化，确保第一时间解决用工需求和

求职就业，吸引更多人才来海南创业就

业。”海南州就业服务局局长南拉才郎

表示。

创新创业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带

动就业方面的新动力。面对激烈的市

场竞争，海南州立足本土传统行业和地

方特色产业创新发展的需求，服务广大

创业者和创业企业，加快形成创业环境

一流、创业主体活跃、创业成果迸发、创

业氛围浓厚的新格局。

创业环境更优创业环境更优

春日里的海南州，虽春寒料峭，却

涌动着强劲的创业发展热潮。在创业

这条路上，不乏努力拼搏的身影，华青

就是其中一位。

华青是土生土长的海南人，毕业于

青海医学院藏医药专业。早年，他一直

在省内其他地区发展，2022 年回乡创

业，现已成为“莫热仓”品牌的创始人。

“沙棘和青稞是每一个生长在青海

湖畔的孩子都很熟悉的植物，我想让家

乡的这些神奇小果‘走出去’，让更多人

喝上好沙棘，吃到好青稞。2019 年，我

承包了青海湖畔的上千公顷沙棘原产

地，作为原料基地和沙棘生态体验基

地，建起了 1000 多平方米的沙棘和青

稞工厂。现在，已经在海南州建立了新

厂房，安装了新设备，扩大了企业规模，

预计今年销售额能突破 5000 万元。”莫

热仓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华

青介绍到。

记 者 跟 随 华 青 一 同 走 进 生 产 车

间 ，一 股 浓 浓 的 沙 棘 果 浆 味 扑 鼻 而

来。“我们生产的沙棘原浆、果粉等系

列 产 品 ，销 售 额 每 年 都 在 翻 倍 增 长 。

得益于资源优势，青海沙棘果的维 C、

黄酮等含量非常高，是营养价值非常

高 的 食 品 。”华 青 介 绍 着 沙 棘 果 的 价

值、功效。透过一颗颗小果，我们仿佛

看到了海南州沙棘精深加工产业正以

科技创新为引领，构建优势产业链发

展新格局。

如何挖掘好企业的特色与潜力？

何明海局长介绍，海南州人社部门依托

海南州创业孵化实训园，从创业的“产、

学、用、才、金、服”六个方面，以企业发

展需求为导向，通过聚焦重点领域推动

产业发展、搭建创业平台、创新培训学

习方式等，加强和企业紧密联系，并从

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发展规划、用工需

求、创业创新能力、市场推广等方面深

入挖掘企业亮点、难点和痛点，组建由

政府部门、园区运营团队、行业专家、创

业导师构成的服务团队，进行问诊把

脉，精准施策，为企业发展破难题、补短

板、强优势，让海南州成为各类人才的

创业热土。

创业氛围更浓创业氛围更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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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发展新优势、
赢得发展主动权，是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必然要求。

如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创新
创业是关键一环，孵化是汇聚新动能
的重要源泉。

近年来，中小微企业成为青海省
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科技创新的“主
动力”、吸纳就业的“主渠道”。然而，
企业在成长过程中时常遇到技术、资
金等各种难题。谁能在关键时刻“拉
一把”，企业就一定能“爬坡过坎”、渡
过难关。

作为配套齐全的创业服务平台，
由海南藏族自治州就业服务局管理的
海南州创业孵化实训园，让创业者实
现“拎包入驻”，同时为各类初创企业
精准把脉、科学指导，提供“一站式”贴
心服务，全方位扶持它们健康成长。
在这里，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退役
军人、返乡青年等各类创业者和各领
域创业主体得到高度重视和大力扶
持，一个又一个创业梦孕育发芽并茁
壮成长。

目前，该创业孵化实训园在孵企
业27家，带动就业376人，已成为初创
企业的“创业乐园”“成长沃土”。

出出出
彩彩彩
路路路

本报讯（记者 宋翠茹 通讯员
石延寿）“民和县在全省率先实行

的服务绿卡制度，进一步优化了营

商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前所未

有的良好环境。”这是青海天健硅业

有限公司经理倪金贵的切身感受。

记者 3 月 15 日从海东市民和工业园

区了解到，作为入驻园区的一家民

营 冶 炼 企 业 ，现 已 形 成 总 资 产 1.32
亿、固定资产 1.27 亿，企业年生产硅

铁 3.7 万吨，实现产值 3.2 亿元，解决

就业 180余人。

据统计，截至目前，海东市民和

回族土族自治县共有民营企业 3478
户，占全县企业的 92.4%，积极培育

规上工业、限上商贸业、规上服务业

等“四上”民营企业 74 家，占全县“四

上”企业的 87%。为打造一流营商环

境，赋能民营经济发展，民和县不断

健全与民营企业常态化沟通机制，

在 全 省 率 先 实 行 服 务 绿 卡 管 理 模

式，做到了项目管理有台账、项目服

务有专员、项目绿卡有通道、项目审

批有提速、生活服务有便利。2023
年，会同省、市金融部门及 17 家金融

机构召开三次政银企座谈会，达成

意向融资 2.62 亿元，发放贷款 6200
万元，为民营企业减税降费 8117 万

元，民营企业税收贡献率达 43.2%。

同时 ，扎实开展优化营商环境

三年行动，统筹推进政务服务提优、

行政审批提速、经营成本减负、市场

环境提质、权益保护提标，全面推行

“一窗受理、一表填报、一网通办、一

日办结”的集成服务，政务服务事项

线 上 线 下 深 度 融 合 ，网 办 率 达

90%。倾力打造本地企业幸福创业

地、外地客商投资青睐地和海东营

商环境最优地。结合助企暖企“春

风行动”，31 名县级领导带头包联

62 家 企 业 ，325 名 助 企 联 络 员 帮 扶

441 家企业，积极为企业纾困解难，

稳定民营企业生产经营，提振企业

发展信心。

海东民和：

多措并举激发
民营经济发展活力

本报讯（记者 宋翠茹）临近一

季度末，西宁市城中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奔走在为企业

送政策的路上，在社保“管家”的帮

助下，一大批企业缴费基数申报相

关问题得到圆满解决。3 月 13 日，记

者从西宁市城中区人社局了解到，

今年，随着一系列社保降费政策落

地 ，该 局 不 断 创 新 工 作 模 式 ，组 建

“社保管家”服务队，点对点为企业

上门送政策、送服务，不断提高企业

的政策知晓度，实现惠企政策直达

快兑。

西宁市城中区社保“管家”按照

“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的原则，针对

企业的社保参保缴费、工伤保险及

职业病预防等热点，通过清单式管

理、业务融通、面对面讲课等方式，

解决企业申报难、政策不知晓等问

题 32 个 ，发 放 宣 传 资 料 100 余 份 。

同时，畅通经办问题解决渠道，创新

开展“管家答疑”在线直播课堂，打

造集“政策讲解、热点问答、实时答

疑”三位一体的互动平台，解决参保

企业关注的政策热点及业务难点问

题 87 个。以“点对点”推送、“直补快

发”“免申即享”等方式，形成服务集

成、闭环办理的高效服务模式，落实

工伤保险、失业保险降费等各项纾

困政策，帮助企业减轻参保压力，推

动经营主体有序健康发展，累计为

企 业 降 费 减 负 1.32 万 户 次 1663.47
万 元 ，发 放 一 次 性 扩 岗 补 助 10 户

8.85 万元 ，稳岗返还资金 14 户 8.33
万元。

西宁城中区：

社保“管家”点对点

为企业答疑解惑

海南州创业孵化实训园和海南州就业海南州创业孵化实训园和海南州就业
服务局的相关负责人入企问需服务局的相关负责人入企问需。。

本版图片除署名作者外，
均由本报记者 宋翠茹 摄

““莫热仓莫热仓””沙棘原浆生产车间沙棘原浆生产车间。。

入孵企业负责人工作中入孵企业负责人工作中。。

海南州创业孵化实训园内一隅海南州创业孵化实训园内一隅。。

缝纫工实训室缝纫工实训室。。

俯瞰海南州创业孵化实训园俯瞰海南州创业孵化实训园。。
企业供图企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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