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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开镰收割
5 月 25 日，在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

赵桥乡赵桥村，农民驾驶收割机在田间

收割小麦。眼下，安徽省亳州市小麦陆

续开镰收割，当地农民抢抓农时收割小

麦，确保颗粒归仓。

□ 新华社发 张延林/摄

实招一：小微企业吸纳就业社保补贴
对与毕业 2 年内的高校毕业生、自主就业军人、

建档立卡贫困劳动者签订 6 个月以上劳动合同的小

微企业，按照企业为高校毕业生、自主就业军人、建档

立卡贫困劳动者实际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给予企业补

贴（不包括个人缴纳部分），补贴期限不超过12个月。

实招二：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费补贴
对招用离校 2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并与之签

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且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小微

企业，按其为高校毕业生实际缴纳的五项社会保险费

给予补贴（不包括高校毕业生个人应缴纳的部分），补

贴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离校 2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

生，灵活就业并以个人身份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可按

规定标准申请职工养老保险补贴和职工医疗保险补

贴，补贴期限不超过24个月，标准为按月给予职工养

老保险补贴350元和100元职工医疗保险补贴。

实招三：求职创业补贴
对在毕业年度内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

贫困残疾人家庭、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获得国家助学

贷款、残疾的高校毕业生以及特困人员中的六类困难毕

业生，按1500元/人的标准给予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

实招四：一次性就业补贴
对与小微企业签订 6 个月以上劳动合同，并依法

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由就业补助

资金给予每人3000元的一次性就业补贴。

实招五：就业见习补贴
经人社部门认定的见习基地吸纳离校 2 年内未

就业高校毕业生和 16~24 岁失业青年参加见习，见

习期限为 3~12 个月。见习单位按月发放见习人员

基本生活补助，补助标准每人每月不低于 2000 元

（其中：就业补助资金按照每人每月1400元的标准给

予见习单位补贴），支持见习单位适当提高基本生活

补助。见习期间，为见习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

险人均 100 元（一次性），见习指导费人均 200 元支

付给见习单位(一次性）。对见习期满与见习毕业生

签订 12 个月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且留用

人数占当年度见习毕业生 50%以上的见习单位，根

据吸纳见习毕业生人数按照每人 1000 元的标准给

予单位一次性奖励。

实招六：特定岗位补贴
高校毕业生到乡镇、街道、社区等基层岗位就业，

按照分级保障的原则，特定岗位人员报酬由省地共同

承担，其中省财政通过就业资金对皖北地区和大别山

区，按照年人均 12000 元给予补贴，其他地区按照年

人均 8400 元给予补贴，其余部分由各地财政安排的

就业资金承担。

实招七：就业学费补偿
高校毕业生到艰苦边远基层单位就业的，给予本

专科生每人每年就业学费补偿最高 8000 元，研究生

每人每年最高12000元。

实招八：一次性创业补贴
对毕业 2 年以内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

返乡农民工、建档立卡贫困劳动者首次创办小微企

业，自工商注册登记之日起正常运营6个月以上并依

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就业补助资金给予 5000 元

一次性创业补贴。

实招九：创业项目扶持资助
每年评选100个左右优秀大学生创业团队，经评

审，按创业项目给予 3 万元、5 万元、10 万元的资助。

资助对象为高校在校生（含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

技师班在校生）或毕业 5 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含技工

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在校生）在合肥市范围内

创办的企业或个体工商户。

实招十：创业担保贷款
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可申请创业担保贷款，个人

申请额度不超过 15 万元，累计次数不超过 3 次，每次

贷款的最长年限为 3 年，前两年财政全额贴息，第三

年不贴息；劳动密集型小微企业申请不超过300万元

贷款的，按基准利率50%给予贴息。

实招十一：大学生创业创新引导资金
为在校或毕业5年内高校毕业生创办企业提供免

资产抵押融资，最高可提供免息贷款10万元，贷款期

限最长不超过2年。

实招十二：招才引智线上对接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决策部署,根据人社部、省人社厅“百

日千万网络招聘专项行动”等有关要求，合肥市大力

开展“2020 年春季招才引智线上对接活动”，为以高

校毕业生为主的各类群体和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对

接渠道，以更实举措稳就业、惠民生。截至目前，活动

共发布国有及民营企业招聘需求信息7期，参会企业

92家，提供岗位2599个。

合肥市实现参保职工
社保转移接续自助办理

星报讯（记者 祝亮）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www.ahcai-

jing.com）、掌中安徽记者从合肥市人社局获悉，该局持续推进

“互联网+人社”行动，以业务需求为导向，以互联网技术为支

持，以公共服务为抓手，将更多“最多跑一次”的服务事项优化

为“一次不用跑”。

随着跨区域流动就业的人员不断增加，合肥市每年需要

办理的社保关系转入达 5 万人次。日前，合肥市在前期已实

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出网上自助打印《基本养老

保险参保缴费凭证》的基础上，上线了网上自助办理社保关系

申请转入功能。符合社保关系转移接收条件的职工，可使用

布设在全市的300台人社自助一体机或登录合肥市社会保险

网上办事大厅“个人网上办事”页面办理业务，选择养老保险

关系转入申请，按转出地所开具的转移凭证如实填写相关信

息，即可完成异地社保转入申请，无需参保职工再携带凭证前

往窗口办理。

此项功能的实现，标志着合肥市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业务完全实现远程自助办理，形成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体系,

极大方便了群众办事，提高了经办效率。

安徽市场主体登记“回暖”
4月份新增11.1万户

星报讯（记者 祁琳）5 月 26 日，记者从安徽省贯彻落实

中央“六稳”“六保”部署要求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七场）上获

悉，4月份，全省市场主体登记逐步“回暖”，新登记各类市场主

体11.1万户，工业生产回升势头明显，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9.1%，居全国第3、中部第1位，会上省经信厅相关负责

人就保市场主体、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有关情况进行通报。

我省围绕企业用工、资金、原材料供应等需求，打通堵点、

补上断点，畅通人流、物流、资金流，帮助企业稳定生产。对产

品质量较好、市场销路好但缺少流动资金的企业，积极争取金

融单位支持。对订单不足的企业，强化政企联动，帮助开拓市

场。对技术落后、资金链断裂、经营恢复无望的企业，协助做

好职工安置，推动兼并重组、有序退出。

据悉，在全力稳住市场主体的同时，积极培育新动能，发

展在线办公、数字娱乐、智慧广电等线上经济新业态；培育智

能消费、定制消费等新模式，“2019年全省信息消费规模4092

亿元，近5年的增长率为22.3%”。同时积极推广工业互联网、

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5G应用场景，加快“互联网+医疗健康”

示范省建设。

此外，我省将实施新一轮技术改造行动，推进传统制造业

优化升级。通过典型带动方式，着力复制推广一批绿色、智能

行业标杆企业，全年培育省级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共 200

个，绿色工厂50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30家。

记者从会上获悉，在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方面，我省在提升

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上下足功夫，以工业“四

基”为重点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开展产业链升级行动推进强链

延链补链，推动新型显示、集成电路、家电和智能家电、汽车和

新能源汽车、机器人、智能语音等优势主导产业发展。

另一方面，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协作联动，抢抓国家加快

5G 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机遇，强化“龙头”

企业牵头带动作用，同时落实援企稳企惠企政策，依法依规开

展大规模减税、减费、减息、减租、减支“五减”行动。

合肥市12项实招助力大学生找“饭碗”

去小微企业就业
一次性补贴3000元

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掌

中安徽记者从合肥市人社局获悉，为切实做好高校毕

业生等就业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工作，合肥市人社部门

出台十二项扶持政策、强化就业创业服务，全力保障

高校毕业生实现就业。 □ 王梅 范家生 记者 祝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