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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岩區中天花園廣場，每天早晨都有市民在此跳舞打太極，生活有滋有味。                                             袁蓉 攝

云岩扶微企促就业 
补「短板」奔全面小康

去年，雲岩區為千餘微型企業創辦者舉

辦了「SYB（小老闆）創業培訓班」，其

中包括「微型企業婦女創業培訓班」和「微

型企業大中專學生創業培訓班」等，目前

共培訓微企創業者 1641 人，成功帶動就

業 8000 餘人，真正實現了創業帶動就業

的「倍增效應」。在這份「倍增效應」的

背後，有着雲岩區多項政策的支持。

首先，將微企創辦者優先納入創業培訓

實施計劃 , 及時為微型企業創辦者提供高

質量的創業培訓，確保微型企業創業培訓

工作的順利開展。

其次，為了確保培訓教學質量，雲岩區

採用理論授課、政策解讀、分組討論與遊

戲相結合的培訓方式，提升培訓學員的創

業理念和創業意識。

再次，通過資金支持幫扶微企創業者。

全區自去年以來已發放小額擔保貸款 917

人，放貸金額 6589 萬元。為 2225 名從事

餐飲服務、商貿服務、批發零售的創業者

及勞動密集型小企業發放貸款11772萬元； 

2009 年以來累計發放自主創業場租補貼和

自主創業獎勵 2477 人，發放金額 805 萬

元。

最後，培訓結束後會對培訓合格的學員

進行跟蹤服務，組建「專家志願團」，定

期對創業學員進行回訪，隨時了解「小老

闆」們的經營情況，為創業者提供「全方

位」、「一條龍」的支持與服務。若是遇

到困難，便及時給予指導和幫扶。

此外，為促進低收入群體就業，雲岩區

還堅持每周舉辦小型招聘會、每月舉辦各

類特色專場招聘會的工作機制，開展各類

型招聘會，發揮民營企業吸納就業的主渠

道作用，促進失業人員實現就業。其次，

把公益性崗位作為安置困難人員就業的主

渠道，開發社區保潔、院落值班、治安巡

邏等公益性崗位，截至目前，共安置 2097

名就業困難對像在崗位上就業，並為 4000

餘名靈活就業人員落實了社會保險補貼政

策。

通過鼓勵微企、開展創業培訓等一個個

行之有效的工作措施，雲岩區民營經濟、

非公經濟及中小企業有了新的拓展，就業

總量持續增加，創業帶來就業效應日益明

顯。2009 年至今全區累計舉辦 SYB 創業培

訓班 88 期，培訓人數達 2602 人，成功創

辦企業 1966 人，創業成功率達 75.56%，

培訓合格率達 100%。

家住雲岩區茶店村的熊麗娟認
為，自己從找不到工作、只敢逛
街邊小攤和批發市場的窘境，到
如今成為小老闆、在大商場買近
萬元名牌服飾的「豪氣」，就是
「步入小康」。看似簡單的想法，
卻真實反映了一個普通人的樸素
小康夢。

作為貴陽中心城區之一，雲岩
居民人均收入已達國家「小康」
標準，但仍有部分失業者、外來
務工者和農村人口等群體收入遠
未達標。「如果說中高收入階層
屬於木桶『長板』的話，低收入
群體就是短板。如果這部份人不
達到小康，雲岩區全面小康就是
一句空話。」雲岩區委書記聶雪
松表示，近年來，該區通過扶持
小微企業等方式，解決低收入群
體的創業就業問題，從而實現全
區的全面小康。

香港文匯報記者 路艷寧 
實習記者 黎玉嬌 雲岩區報道

■雲岩區委書記聶雪松（中）強調：「老

百姓的直觀感受才是全面小康建設重要的

考量標準！」      雲岩區委宣傳部供圖

残疾人共享小康工程

雲岩區市民張琦由於右下肢殘疾，找工

作十分艱難，於是按照自己的特點選擇開

網吧創業。2009 年，雲岩區一視同仁，吸

納他參加了雲岩區首期 SYB 創業培訓班，

對於創業之初的張琦來說，此次培訓給予

他很大幫助

「參加 SYB（小老闆）創業培訓後，我

學習了市場營銷策略、經營風險防範、制

訂創業計劃等實戰內容。」張琦表示，

SYB 培訓不是「形式課」而是讓創業者們

實實在在掌握了系統的創業知識，從根本

上提高了管理水平和創業能力，增強了市

場競爭力。

目前，張琦的事業已從小網吧升級

為股份總投資過千萬的貴州同舟投資

管理有限公司（殘疾人綠色連鎖網吧

管理企業），擁有十家直營店，互聯

網終端 1350 台。值得一提的是，公

司股東及員工有百餘人是殘疾人士，

其中還有 45 人是外來務工人員。

張琦告訴記者，他與 20 多名渴望

就業的殘疾人一起創辦綠色網吧，部

分殘疾人既是股東又是員工，肢殘人

從事管理、收銀、網管等，聾啞人從

事保潔工作。由於網吧一直倡導綠色

上網，得到社會認可實現了客觀的經

濟效益，解決了殘疾人的就業問題，極大

地改善了殘疾人的生活。創業的成功，也

調動了殘疾人的積極性，許多殘疾人主動

要求加入創業隊伍。

雲岩區目前約有 3 萬名殘疾人。「沒有

殘疾人的小康，就難言雲岩區建成小康社

會。」對此，雲岩區下足工夫，為殘疾人

尋找就業崗位，並幫助他們進行就業創業

培訓。同時，政府各職能部門相互協調溝

通，幫助殘疾人創業辦理相關證件執照，

為其分憂解難。

■張琦的網吧，殘疾人在上午時段可以免費上

網。                               袁蓉 攝

力补短板  创业带动效应倍增

逆境催生創業夢想

貴陽新添大道旁的「洗來樂汽車美容中

心」門前，一位個子不高的女青年正彎着

腰給別人洗車，並不時指揮別的洗車工「認

真點，玻璃擦乾淨！」見到記者前來，她

抬起頭笑着打招呼，模樣清秀可人，還略

帶一絲羞澀。

這位就是洗車場的老闆、雲岩區茶店村

村民熊麗娟。談到現在的生意，熊麗娟眼

角閃爍着創業成功的喜悅。但若非她介紹，

誰也不知道她也經歷過就業難、生活壓力

大等困難。

2008 年，熊麗娟畢業於貴陽醫學院藥

學專業，想找個穩定的職業謀生。但由於

當年經濟形勢不好，她找工作到處碰壁：

好的公司難進，一般單位又覺得沒意思。

最後她只有輾轉在藥房、超市等地方打工，

每個月只能拿幾百塊錢。「父母都是老實

巴交的農民，家中經濟條件並不好，想為

二老買件衣服都只敢在街邊攤買不超過

一百元的，心裡非常愧疚！」想起過去的

日子，熊麗娟很難過。

2009 年，有了大半年工作經驗的熊麗

娟看準商機，決定自主創業，開一家洗車

店。在父母的幫助下，熊麗娟傾盡家中所

有，還借了三萬元高利貸，終於在大營坡

開了一家小型汽車美容店。但由於沒有做

生意經驗，店面管理知識缺乏、資金管理

以及周轉困難，導致開業兩個月來生意冷

清入不敷出，熊麗娟的創業熱情遭到了嚴

重的打擊。

雲岩微企培訓 圓青年創業夢

正在熊麗娟手足無措之時，雲岩區就業

局舉辦的首期「微型企業大中專畢業生創

業培訓班」給了她新的希望。抱着試一試

的心態，熊麗娟決定參加這個培訓。

據了解，該培訓班主要是雲岩區針對大

中專畢業後創業的經營管理進行培訓和指

導，其中包括提供創業服務、資金扶持和

技能培訓。「每一年，類似於熊麗娟一樣，

畢業後創業的年輕人很多，但是由於找不

到方式方法，走了很多彎路，根本談不上

發家致富！因此雲岩區創辦培訓班，為更

多有志創業的青年提供機會。」雲岩區就

業局局長謝韜說。

經過 3 輪考核，熊麗娟以一份優秀的汽

車美容店的職業規劃書，從 300 多報名小

老闆中脫穎而出，得到參加培訓的資格，

開店兩個月的她首次走進雲岩區創業培訓

課堂。

「參加培訓對我的影響很大，收穫了

很多意外的東西！」熊麗娟告訴記者，培

訓班聘請了成功的創業者和一些專家來講

課，激發了自己應對創業過程中艱難困苦

的勇氣。其次，她在這裡學習了企業經營

管理、財務管理、職業規劃等方面的知識。

「尤其財務方面的知識讓我感到很受用。」

畢業於藥學專業的熊麗娟微笑着告訴記

者。

除了課堂上的理論知識，熊麗娟說，培

訓班給她打開了一扇「人氣」大門：通過

培訓，雲岩區就業局的領導，在資金、客

源、經營方面都給予她幫助，同時由於媒

體的報道，自己的洗車店也有了跟多生意。

據了解，參加培訓的其他人員，也享受了

同樣的待遇。

剛開始，熊麗娟的洗車場地很簡陋，沒

有雨棚，工作風吹日曬。雲岩區分管就業

的領導參觀小店後建議搭建雨棚，並給予

了資金幫助，其次，在辦執照、介紹生意

等方面，就業局也給了自己不少幫助。一

些領導給她介紹了很多客人，讓店裡的生

意越來越好，每個月能享受 300 元錢的房

租補貼。

小康路上 幫扶同行

在有了經驗和一定基礎後，2012 年 10

月，熊麗娟投入 30 萬元，包括申請的雲

岩區 8 萬

元小額貸

款，在貴

陽白雲區

開了第一

家分店，

新店比老

店規模大

幾倍，大

概有 1700

平 米，6

個車間，

10 多 名

工人，業

務內容包

括汽車裝

飾、貼膜、

保養、上漆、洗車等。

新店開張那天，就業局的領導們也來捧

場，並介紹了很多熟客。「就業局的幾個

領導偶爾也來我店裡轉轉，問問經營情況

如何。」熊麗娟說，現在自己有什麼困難，

就會想到向就業局求助，他們也非常樂意

幫忙。開店半年時間，就已經開始盈利。

兩家汽車美容店生意興隆時，熊麗娟還

不滿足，開了一家青年旅社，旅社的投入

資金，也有 8 萬來源於小額貸款。目前，

熊麗娟的洗車店和旅行社員工加起來有 20

多人，她在自己創業的同時帶動了別人的

就業。

現在，熊麗娟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

變化。跟大多數女性一樣，她最大的愛好

就是逛街，可以前因為生活拮据，只逛價

格便宜的貴陽市西路批發市場，買幾十塊

錢的衣服。而現在，「至少敢去逛大商場，

給父母買質量非常好的衣服，不會因為錢

的問題發愁！我認為自己是在就業局的幫

助下，在『城鄉居民收入』這一項硬性指

標上達到了小康的標準。」熊麗娟肯定地

說。■ 2012 年五月，雲岩區召開率先全面實現小康攻堅動員大會。  雲岩區委宣傳部供圖

■創業成功，「小老闆」熊

麗娟憧憬着未來的美好生活，

忍不住笑了。      袁蓉 攝

「平均數」和「大多數」

是什麼關係？在雲巖區區委

書記聶雪松看來，這不是數

學領域的辯解，而是在雲巖

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大問

題。

2020 年貴州將與全國同步

實現小康，雲巖區作為貴州

縣域經濟發展的火車頭，提

出率先在全省實現全面小康。

去年，該區人均地區生產總

值突破 7000 美元，城鎮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 3500

美元，農民人均純收入超過

1700 美元，已經「人均」上

達到小康社會的「531」核心

指標。

聶雪松表示，以雲岩區在

全省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

而言，達到「531」核心指標

不是難題，但老百姓的直觀

感受才是全面小康建設重要

的考量標準。雲岩區不以平

均數代替大多數，不簡單以

指標數值代替直觀感受，讓

80%的群眾滿意，才是真正「小

康」。

簡單的一句話，卻折射出

發展理念的一個不小轉變。

長久以來，衡量一個地區的發展水平，

除了GDP總量、收入水平，還有一個「人

均」水平。但是，僅僅看平均，也不

能完整全面地反映真實情況。簡單的

平均，就有可能掩蓋背後的發展差異，

「平均數不代表大多數」，則更加務

實地看待社會真實的發展狀況。

不再簡單地看平均數，就是防範發

展高收入群體水平掩蓋低收入群體，

甚至形成一種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

「馬太效應」。如何讓發展的成果更

廣泛地惠及全體雲岩人民的小康社會，

這不僅是蛋糕如何做大的問題，更涉

及到蛋糕如何公平分配的問題。簡單

的平均不代表公平；大多數百姓生活

水平得到提高，才是真正的公平，才

是真正的又好又快的發展。

在全面攻堅小康建設工作中，雲岩

區的「短板」在於外來務工人員、殘

疾人、待業者以及農村人口等低收入

群體的小康滿意度，尤其是提高這類

人群的收入水平，提高他們的生活質

量。而唯有千方百計解決低收入群體

的就業問題，讓他們走上致富路，才

是小康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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