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對疫情，江蘇在第一時間打出 「免、減、
緩、降、返、補」等一系列援企穩崗政策 「組合
拳」，幫扶大學生、農民工等重點群體就業，推
動失業保險擴圍提標，千方百計築牢民生基本
盤。省人社廳 12 月 10 日公佈的數據顯示，2020

年 1-11 月，全省城鎮新增就業 120.1 萬人，總量
居中國前列。11 月末，全省城鎮登記失業率低於
中國同期水平，失業風險得到較好應對；全省
5550 戶重點企業用工總量達 285.53 萬人，恢復至
疫情前水平。

為幫助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降本減負、紓難解
困，2020 年 2-11 月，江蘇累計減免企業職工基本
養老、失業、工傷保險費 1083.15 億元，實施穩
崗返還 87.05 億元，返還額和受益面均居中國前
列。

2020 年 2 月，中億豐建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在
沒有提交任何材料的情況下，直接獲得穩崗返還
資金 115.45 萬元。當時企業正在蘇州建蘇博西
館、相城區長三角研發中心等一批重點項目。穩

崗返還資金保證了工程進度和員工隊伍的穩定。
2020 年國慶節，揚州花園國際大酒店迎來疫情

之後首次客房爆滿。 「憋了大半年，所有員工都
鼓足幹勁！如果不是政府 100 多萬元的穩崗返還
補貼，我們根本撐不到 10 月。」酒店人力資源部
經理周靜說。

2020 年江蘇高校畢業生達 57.8 萬人，受疫情影
響，部分畢業生離校時尚未落實工作；農民工、
就業困難人員等群體一線普工多、靈活就業多，
抗風險能力弱，受疫情影響也更為直接。穩定這
些重點群體就業，讓千家萬戶端穩飯碗，格外重
要。疫情發生後，江蘇迅速出台促進高校畢業生
就業創業 11 條措施，打造首家高校畢業生直播招
聘服務平台，加大政府購買基層崗位吸納高校畢
業生力度，拓寬招生升學、參軍入伍、國企吸
納、基層就業和科研助理 「五個渠道」，提前啟
動離校未就業畢業生實名制調查登記和跟蹤幫扶
工作。截至目前，9.78 萬名離校未就業畢業生中
已有 9.4 萬人實現就業，高校畢業生總體就業率

達 96.1%。
自 2020 年 2 月 21 日首班載著 160 名雲南籍務工

人員的飛機抵達鹽城後，由政府出資或補貼開通
的江蘇農民工返崗復工專機已達 25 班、專列 48

趟、專車 3001 輛，為 3884 戶企業直達送工 8.36

萬人，並新增 7758 名對口幫扶地區貧困勞動力來
蘇就業。截至 11 月底，外省在蘇就業農民工達
655 萬。

開展退捕漁民就業幫扶。參照失地農民將退捕
漁民納入社會保障，人均補助 7 萬-10 萬元，位居
長江禁捕退捕省份前列。截至目前，全省 41937

名退捕漁民中，轉產就業率和養老參保率分別達
94.42%、99.19%，其中國家下達的 14887 人年度
剛性任務中，轉產就業率和養老參保率均達
100%。

疫情促進網絡零售、互聯網醫療、在線教育等
新經濟、新產業快速成長，催生出更多新職業、
新就業形態，為擴大就業規模、增加創業機遇提
供新契機。

南京市秦淮區武定新村居民祝良才在新街口一
家影城工作，春節後因為疫情賦閒在家。4 月初
試著兼職網約車司機， 「本來只想掙點外快，發
現收入不錯就全職干了」。祝良才現在每天開車
10 小時，月收入七八千元。據瞭解，2020 年以
來，滴滴平台吸納靈活就業人員超 150 萬人。

隨著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新
科技蓬勃發展，網約配送員、互聯網營銷師、大
數據管理師、電子競技員、物聯網安裝調試員等
一大批新職業應運而生，背後對應著幾百萬甚至
上千萬的人才缺口，正成為越來越多人的就業選
擇。

疫情發生後，江蘇先後出台 「促進經濟循環暢
通 50 條」 「扶持中小企業 22 條」 「扶持商貿服
務企業 8 條」等政策措施，支持網絡營銷、直播
帶貨、在線產業等發展，助力小店經濟、零工經
濟、地攤經濟，推動自主創業和靈活就業。2020

年前三季度，全省新登記各類市場主體 172 萬，
同比增長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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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一批 「土專家」 「田秀才」 晉陞高級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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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居中國首位本報
訊科技部火炬中心近日公佈 2019 年度國家級科
技企業孵化器績效評價結果，江蘇 53 家獲評優
秀(A 類)，較上年增長 141%，創歷史新高，佔
全國獲批優秀(A 類)總數的 23%，居中國首位，
比排名第二的廣東省多 11 家。省科技廳把科技
企業孵化器建設作為服務人才創新創業、支撐
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累計下達省級獎
勵資金 2.4 億元，帶動地方投入超過 5 億元，有
力推動了全省科技企業孵化器提質增效。截至
2019 年底，全省納入統計的各類科技企業孵化
器達 848 家，在孵企業超過 3.4 萬家，國家級孵
化器數量、面積及在孵企業數保持中國第一。

江蘇省政府辦公廳日前印發《關
於加快推進政務服務 「省內通辦」
「跨省通辦」的實施方案》，明確

12 項重點任務。
《方案》明確規定， 「學歷公

證」等 58 項事項，2020 年底前實現
「跨省通辦」； 「開具有無犯罪記

錄證明」等 74 項，2021 年底前實現
「跨省通辦」； 「新生兒入戶」等

8 項， 2021 年以後實現 「跨省通
辦」。

據省政務辦統計，截至 12 月中
旬， 「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關係
轉移接續」等 49 項政務服務事項，
已經能夠全程網辦，完成 「通辦」
任務。其餘 9 項因由國家部委主
導，有關省級部門正積極配合國家
部委，盡快落實 「跨省通辦」。

新 「出爐」的《方案》，提出
「兩個免於提交」和 「兩個轉變」

的目標。 「兩個免於提交」指：凡
本省各級政府部門核發的材料，能
夠通過數據共享查詢、核驗的，原
則上一律免於提交；凡是能夠提供
電子證照的，原則上一律免於提交
實體證照。 「兩個轉變」的含義
是： 「一網通辦」從關注政務服務
「單一事項」向關注企業群眾的
「一件事」轉變，從 「能辦」向
「好辦」 「智辦」轉變。
在持續推動長三角 「一網通辦」

方面，相關部門、各設區市要編製
辦事指南，實現基本信息、辦事情
形、辦事條件、辦事材料相對統
一；建成長三角地區數據共享交換
子平台，推動身份認證和電子證照
共享，實現數據互聯互通；推出長
三角地區政務服務 APP 「無感漫

遊」應用，實現長三角地區異地服務推送；推
進 長 三 角 一 體 化 示 範 區 政 務 服 務 「一 網 通
辦」，允許符合條件的一體化示範區內企業在
企業名稱和住所中標注 「長三角一體化示範
區」字樣；開展 「一址多照」登記，允許一體
化示範區內企業在同一登記管轄區域內開展
「一址多照」試點。
江蘇政務服務網已開通 「省內通辦」 「跨省

通辦」服務專區。省政務辦還將升級省政務服
務事項管理系統，實現通辦事項業務辦理項標
準化、業務表單精細化、申請材料規範化，並
推動 「省內通辦」 「跨省通辦」向政務服務移
動端延伸。

江蘇國家級科技企業
孵化器居中國首位

作為中國首個、江蘇唯一以支持產業轉型升級
為主題的國家級金融改革試驗區，泰州金改尋求
通過改革撬動更多的資金進入實體經濟，從而實
現產業轉型升級。經過三年多的探索與實踐，泰
州金融改革已由 「上半場」進入 「下半場」，推
進 「科創+資本+平台」聯動發展成為主題主
線，也是助力 「產業強市」的重要抓手。

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截至今年 10 月末，泰州
全 市 各 項 貸 款 餘 額 6377.14 億 元 ， 同 比 增 長
16.2%；製造業貸款餘額 815.7 億元，同比增長
6.7%；普惠金融領域貸款餘額 1131.8 億元，同比
增長 30.3%。

作為國家級金融改革試驗區，上半場，泰州市
重點圍繞解決企業融資難融資貴這一傳統問題，
打造了 「線上+線下」的產融綜合服務中心，構
建了貸前信用畫像、貸中增信支持、貸後風險管
理的全鏈條融資服務模式。當前，該市正圍繞資
本賦能產業強市，探索構建全方位、多層次的金
融服務新機制。

12 月 10 日，康普印刷、金馬雲物流和科化新
材等 3 家企業路演，現場 20 餘家、在線 400 多家
創投、私募基金和銀行等專業機構參加活動。作
為多層次資本市場金字塔體系的塔基部分，江蘇
股交中心泰州分中心為全市創新創業型中小微企
業提供掛牌展示、路演融資、投貸聯動、上市
(掛牌)培育等一攬子服務，助力中小微企業借助
資本市場做強做優，自 9 月揭牌以來掛牌展示企
業已達 8178 家。

近年來，該市突出 「金融支持產業轉型升級」
的改革主題，深入實施百企上市(掛牌)行動計
劃，與上交所共建 「資本市場服務泰州基地」，
設立泰州資本市場學院、江蘇股交中心泰州分中
心，開展資本市場專題培訓活動。在去年新增 5

家上市企業的基礎上，今年又新增 1 家科創板上
市企業、1 家 「新三板」精選層企業、1 家 「新
三板」創新層企業，另有 2 家創業板過會企業、
2 家科創板在審企業，還有 4 家企業在輔。截至
目前，全市累計擁有境內外上市公司 17 家、
「新三板」掛牌企業 38 家、江蘇股交中心掛牌

企業 273 家。隨著碩世生物上市金鑼的敲響，
「科創板蘇中第一股」宣告誕生。

江蘇耀海生物製藥公司是一家生物大分子產品
CDMO 服務型平台企業，與江蘇鑫智股權投資管
理公司簽訂持股比例為 2%的期權協議；獲得南
京銀行為其提供的 1000 萬元授信額度，重點支
持企業 CRO、CMO 平台產品的研發、生產，企
業去年主營業務收入增長 41%。

打造產業資本對接平台，泰州市引進優質創投
資源，推動產業與資本高效對接。隨著 「鳳城合
夥人」線上對接平台上線，泰州市構建的科創企
業股債融合融資 「線上+線下」一體化模式基本
形成，將圍繞科創企業 「初創期、成長期、成熟
期」的不同生命週期階段，通過構建市場驅動的
「政策扶持+平台撮合」全生命週期融資服務體

系，促進金融資本和科創要素深度融合，致力於
形成科創企業對接資本市場的多層次培育體系。
通過融資路演和線上對接，幫助康為世紀、潤泰
新材料等 9 家企業獲得紅杉資本、毅達資本等機
構股權投資 37.81 億元。

江蘇 235 名 「教授級」鄉土人才日前向社會公
示。他們中有燒餅製作師、種糧大戶、火雞大
王，也有制茶高手、印染專家、陶藝大師等。如
果公示無異議，這些 「土專家」 「田秀才」成為
正高級和高級鄉村振興技藝師。

「我做了 30 多年燒餅，從沒想過有一天自己
能跟 『教授 '掛上鉤，以後跟別人聊起職業，腰
板更硬了！」聽說自己申報的鄉村振興技藝師獲

評通過時，江蘇天勇黃橋燒餅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董事長張天勇難掩激動。作為省級非物質文化遺
產黃橋燒餅製作技藝代表性傳承人，只有初中文
化的張天勇先後培養了 400 多名徒弟，帶領他們
走上創業之路。

獲評鄉村 「教授」，讓海歸新農人、蘇洪農業
科技集團總經理曾嬿有了新的身份認可。美國新
澤西州立大學碩士畢業後，曾嬿曾在南通大學任

教。 「在大學裡，教授是人們對老師學識能力的
認可，鄉村振興技藝師是政府對我扎根鄉村的工
作能力的認可！」曾嬿表示，這幾年國家更加重
視 「三農」問題，普通職業農民也期盼有更多政
策傾斜。

鄉土人才職稱評價對像主要適用三類人員：一
是技藝技能類二是技術應用與推廣類三是經營能
手類。

江蘇重點用能單位
能耗監測系統上線
江蘇省重點用能單位能耗在線監測系統近日

上線。該系統接入江蘇 1000 餘家重點用能單位
的主要能源品種數據，省級平台負責接收、存
儲、分析、上傳本地區重點用能單位端系統上
傳的能耗在線監測數據，實現了重點用能單位
能耗數據監控分析場景全覆蓋，從全省到用
戶，從能耗到能效，從局勢研判到企業畫像，
提供全社會能效評價。

泰州：資本賦能跑出產業轉型加速度

「三輪畫像」 綜合賦能
識別頭部科創企業228家

資本市場崛起 「泰州板塊」

構建全生命週期融資服務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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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調東線第三梯級泵站，洪澤泵站開啟梯級第八個年度向省外調水任務——將一江清水源源不斷通過洪澤湖、駱馬湖調蓄，送到蘇魯邊境。南

水北調東線江蘇境內工程今年11月首次 「開機調水」 。三台泵組，每秒向洪澤湖補水108立方米。

歲末，連雲港神鷹碳纖維自行車公司海外訂單穩中有增，工人們加班

加點趕製碳纖維自行車。該公司年產量達10萬輛，產品銷往英國、德

國、日本等國家。

C3887次列車日前從南京南站駛出，CR300BF型 「復興號」 動車組在連淮

揚鎮鐵路上線運營，標誌著江蘇省鐵路集團擁有了屬於自己的復興號動車

組。這是CR300BF型 「復興號」 動車組在全國範圍內首次投入運營。未來，

將有27列CR300BF型 「復興號」 動車組配屬南京動車段，承擔開往深圳、

漢口、贛州、威海等城市交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