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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爱心善款资助贫困学子
本报讯 9 月 24 日上午，郑州慈善总

会、郑州交通职业学院 2011 年“郑州慈善
日”活动捐款暨贫困学生救助仪式举行，郑
州交通职业学院捐资 100 万元，用于资助
贫困学子和困难群众。

侯淑娜是来自商丘的一名困难学生，
她说：“我家庭困难，是你们的帮助让我圆
了上大学的梦想，除了感恩，我觉得我有责
任学习好科学文化知识，将来报效社会，同
时，我将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其他人，将爱心
传递。”和她一样，当天共有 143 名贫困大
学生了接受了共20万元善款的资助。

晚报记者 裴蕾

创业：和不同专业同学“联盟”，实现组团
式发展

“你们项目的启动资金是多少？”“我该如何加入？”“创
业的前期都需要作什么准备？”……在现场各个创业项目展
台前围满了前来咨询的大学生们。

虽然大学生们的创业激情很高，但在采访中记者发现，
大多数毕业生对于如何创业还不是很了解，并且有许多顾
虑，主要表现在没有资金、没有经验、害怕风险等。

“大学生创业要利用自身专业优势，组团式发展，要胆
大心细，敢于吃苦。”今年读研一的河南农大学生孙广说，去
年4月份，他和其他几位同学自主创办了一个公司，短短一
年，该公司已发展成为拥有职工 30多人，每个月营业额最
少5万元，多则每天1万元的规模。

孙广建议准备自主创业的大学生，应当选择成本低、门
槛低但有发展前景的项目，最好和不同学历、不同专业的同
学一起实现组团式发展，既可以扩充团体的知识层面，又可
以发挥大家不同的专业优势。

就业：职业选择多样化，大部分毕业生希
望工作具有阶梯性

与往年扎堆考研或报考公务员不同，今年准备就业的
大学生们的职业选择更为多样化，民营企业、私企等成为求
职热点。对于工作，大多数毕业生表示希望从事的工作有
发展前景，阶梯性大一些，不求稳定。

“我们班今年考研的人数只有 1/6，报考公务员的也很
少，大部分同学都把目光集中在了中小企业上，相对竞争压
力小一些，选择性也更大一些。”河南工业大学大四毕业生
小刘说。

她的想法代表了今年许多的大学生求职者，“考公务员
的人太多了，我不想挤‘独木桥’。我希望自己从事的工作
挑战性更大一些，刚开始辛苦点不要紧，但要有发展前景，
最好与我的专业相关。”学习设计专业的小彭说。

数据：5000多个岗位，近万人求职，创业
项目成交440个

据郑州市人社局数字统计显示，本次招聘会及创业项
目推介会共有进场招聘单位296家，提供5000多个岗位，进
场应聘毕业生近万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的有 1232人，现
场签约305人。而进场创业项目共有100个，现场成交440
个项目、金额达87151万元，意向成交金额为775921万元。

值得关注的是，省政府表示，将深化高
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各地要取消高校毕
业生落户限制，允许高校毕业生在就(创)业
地办理落户手续。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也将加大公

益性岗位开发力度,通过开发公益性岗位安置
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对符合条件的高校
毕业生，将按规定落实社会保险补贴和公益
性岗位补贴。各高校也可根据困难家庭毕
业生的实际情况,给予适当的求职补贴。

“这个项目
不错，投资少，
前景也好，对我
很有吸引力。”

“我本身是学自
动化的，想找个
与我专业相关
的 创 业 项
目。”……

9 月 24 日
上午，由郑州市
人社局举办的
2011 年高校毕
业生大型招聘
暨创业项目推
介会在河南工
业大学拉开帷
幕，5000多个就
业岗位吸引了
近万名大学生
应聘者，现场的
100个创业项目
更是成为大学
生们“淘金”的
首选，“创业热”
成为今年最大
的亮点。

晚报记者
辛晓青

郑州晚报
赵柳影

省政府出台高校毕业生就业新政 全力助推大学生就业创业

自主创业能贷10万元 政府还贴息
取消高校毕业生落户限制，允许高校毕业生在就(创)业地办理落户手续

今后，省直机关面向社会公开考试录用公务员，除部分特殊职位外，均要从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中录用；
各地将取消高校毕业生落户限制，允许高校毕业生在就(创)业地办理落户手续……助推我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省政府出
台了27条“含金量”十足的政策举措。

记者昨日获悉，省政府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 晚报记者 裴蕾

大多数毕业生将在中小企业上班

招收毕业生 企业好处多多
中小企业将成为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主

渠道。
为鼓励中小企业积极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

省政府“开”出了众多优惠的条件。
对招收高校毕业生达到一定数量的中小企

业,地方财政将优先考虑安排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资金,并优先提供技术改造贷款贴息。

当年新招用登记失业高校毕业生达到企业
现有在职职工总数 15%以上(超过 100 人以上的
企业达10%)的劳动密集型小企业，将可按规定申
请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的小额担保贷款,并享受
财政贴息。

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城乡基层就业

报考省直机关公务员须有两年工作经历
省政府明确提出，将鼓励和引导高校毕业

生到城乡基层特别是城市社区的法律援助、就业
援助、社会保障协理、养老服务等基层岗位工
作。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小城镇或新型农村社区
就业，并且全面落实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
业的优惠政策。

据介绍，近年来，我省相继实施了“选聘高校
毕业生到村任职”、“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志
愿服务西部计划”等专门项目。

为做好这些专门项目结束后高校毕业生就业
工作，省政府此次出台了一个重要举措：省直机关
面向社会公开考试录用公务员，除部分特殊职位
外，均要从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中录
用。省辖市以下机关特别是县乡机关招录公务员，
要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吸引优秀应届高校毕业生报
考,录用计划将主要用于招收应届高校毕业生。

省政府强调，各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积极
落实廉租房政策，为留在当地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提供廉租房服务。配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平台
工作人员，要按照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人数与
经办人员10000∶1的比例,优先从参加各类高校
毕业生就业专门项目期满的人员中选用。

支持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

自主创业能贷10万元 政府还贴息

为积极引导高校毕业生创业，我省想出了
不少好办法来激励大家。

在税收方面，对持“就业失业登记证”的高
校毕业生在毕业年度内(指毕业所在自然年,即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从事个体经营的，3年内
按每户每年 8000 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
际应交纳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
加和个人所得税。

我省将在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日,对高校毕业生创办的年应纳税所得额低
于3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交纳企业所得税。

在小额担保贷款政策中，对符合条件的高
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的，将可在创业地按规定申
请小额担保贷款；从事微利项目的，将可享受不
超过 10 万元贷款额度的财政贴息扶持。对合
伙经营和组织起来就业的,可根据实际需要适
当提高贷款额度。

大学毕业生如果想参与创业培训，也将有
政府来部分“埋单”：对高校毕业生在毕业年度
内参加创业培训并取得创业培训合格证书的，
我省将按创业意识培训每人 200 元、创业实训
每人 200元、开办企业培训每人 1000元的标准
给予培训补贴。

高校毕业生见习期间

政府将人均月补助最高500元

为提升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省政府要
求，必须落实见习相关政策，进一步完善就
业见习管理办法,明确见习对象范围、见习基
地条件、见习补贴标准、见习考核评估和进
退机制等,进一步规范见习活动。

我省明确，高校毕业生在见习期间,由当

地政府和见习单位提供基本生活补助。政
府提供的基本生活补助,可从就业补助资金
中列支,人均月补助最高不超过 500 元。见
习单位提供的基本生活补助，将按不低于当
地失业保险金标准确定，并为见习高校毕业
生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

原鹤壁市委书记郭迎光
任山西省副省长

9月 23日，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定任
命郭迎光为山西省副省长，免去刘维佳的
山西省副省长职务。

附：郭迎光同志简历
郭迎光，男，汉族，1958年5月生，山西

省陵川县人，大学学历，哲学硕士学位。
1975年10月参加工作，1982年5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

参加工作后在河南省武陟县王伊村
插队；1978年入郑州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
学习；1982 年毕业后留校任哲学系教师；
1983年后任河南省委政研室政治理论处、
工业处主任科员，农村处、工业处副处长，
工业处正处级研究员，综合处处长；1998
年7月任河南省委政研室助理巡视员，同
年12月任河南省平顶山市委常委、秘书长
(期间：1997年5月至1999年2月在清华大
学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进修班
学习，获哲学硕士学位)；2001 年 3 月任河
南省委副秘书长；2006年2月任河南省委
副秘书长、省委政研室主任；2008年3月任
河南省鹤壁市委书记；2009年3月任河南
省鹤壁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2011年9月任山西省政府党组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