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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等部门关于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
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的出台，到九部委
致力于引领 80 万大学生创业的新一轮大
学生创业引领计划的问世；从各地支持创
业配套政策的密集发布，到各地创业园的
日渐兴旺。一系列改革的组合拳，国家鼓
励创新创业的信号可谓立体交叉，创业风
尚的形成便水到渠成了。

虽然各地公布的一项项创业政策和
创业规划还在不断细化和完善之中，但能
读出的是，全民创业，着眼点不是在眼前，

而是在长远发展。各地探索创业举措的
新点子、新路子，其目的是将近期目标和
长远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构建一个良好的
创业服务体系，不只引导全民创业，更是
要创好业、创成业。例如成都市在探索大
学生创业时，引入“创业项目超市”、“创业
苗圃”等概念，创新地进行了“创业种子”
遴选，通过定制式、精细化的“创业种苗”
培养，不仅激发了大量“金点子”，提高了
大学生创业成功率，更重要的是，大学生
还未走出校门时，就能在校园认识创业，
获得创业和管理经验。

全民创业全民创业：：正从口号变风尚正从口号变风尚
本报记者 韩秉志

无论是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还是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从都市

到小镇，从院校到社会，创业，已从政府号召并营造全民创业氛围转向

群众主动创业——

链 接

登记制度改革带来利好
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实施 6 个月

以来，激发了市场活力。根据国家工商总
局发布的数据，今年 3 至 8 月，全国新登
记注册市场主体 659.59 万户，同比增长
15.75%，注册资本(金)10.79 万亿元，增长
66.70%。其中，新登记注册企业 192.7 万
户，增长 61%，注册资本(金)9.84 万亿元，
增长 79.16%。

随着市场主体数量及注册资本快速
增长，各类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活力得到
激发。8 月，全国新登记注册企业 32.09
万户，同比增长 45.58%。

截至 8 月底，全国实有各类市场主体
6581.13 万户，同比增长 13.21%，注册资
本(金)119.59万亿元，增长 24.94%。

（本报记者 韩秉志整理）

刘金星、高建业、忻蒙山，3 个年轻的
大学生放弃了曾经的企业副总和公司职
员等稳定工作，毅然自己创业，当上了信
息化“擦鞋哥”。经过半年的孵化，目前企
业会员已经发展到 1500多人。

3 位“擦鞋哥”自主创业的背后，是河
北省保定市今年以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的全民创业行动。今年年初，保定市把全
民创业行动当作一项战略举措，并将其视
为加快经济发展、改善环境的重要途径。

这样的创业故事，记者听到太多，也
采访了不少。根据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
数据，今年 1 至 8 月份，全国新登记注册
市场主体 813 万户，同比增长 14.0%；其
中 新 登 记 注 册 企 业 233 万 户 ，增 长
55.4%。

数量猛增的背后，是产业结构的持续
优化。第一、二产业基础性地位进一步加
强的同时，三产持续保持增长势头。在新
登记注册企业中，第三产业企业数量占比
达到 78.5%，高新技术、文化娱乐及科学
技术服务业等行业新登记注册企业保持
高速增长。

从电子通信到传统制造业，从高端服
务到擦鞋小店，创业者的身影在各行业各
领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表面上是
创业增速的换挡，本质上却是增长动力的
转换。短短数月时间里，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
现代服务业获得新生机，这些行业的新登
记企业数量增速，远高于新增企业数量的
平均增速。

创业，得到了改革的支持。新一届政
府成立以来先后取消和下放了 600 多项
行政审批等事项，改革工商登记制度，有
效降低了创业成本和市场准入门槛，调动
了全社会创业兴业的热情。

3 月初实施的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
革，掀起一轮创业热潮，使新增个体私营
经济成为解决就业的主渠道。截至 8 月
底，全国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实有 2.37
亿人，比 2013年底增长 8.5%。

自上而下开展的简政放权含金量进

一步提高，更有力地推动了创业激情。从
年初，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
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重点突出
企业主体设立、生产许可、经营范围、资本
和资产处置等与企业生产经营息息相关
的领域，到 6 月，我国再取消和下放新一
批共 52 项行政审批事项，直指投资创业、
科技创新及扩大就业等增加市场活力要
素。一批批行政审批项目取消下放的政
策红利，让企业受益匪浅，更让创业者得
到实实在在的优惠与支持。

创业是一个艰苦而复杂的过程，不可

能一蹴而就，急于求成则可能欲速而不

达。在此过程中，政府部门可以帮扶、引

导，但让政府大包大揽并不现实。创业者

也要有自己的底气和主动性。

说到底，以创业带动就业，犹如一场

马拉松比赛，靠的不是短期的爆发力，而

是持久力和协调性，是百折不挠的意志。

这对政府、社会力量和创业者来说，都是

长期的考验，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

一方面，政府部门要准确把握近期目

标和长期发展的平衡点，把鼓励创业和改

善民生紧密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创业

者也要脚踏实地，正确看待成败，在创业

中锤炼自己，提升自身能力。相信终有一

天，创业风尚将汇成累累硕果。

改革，为创业松绑

创业，为经济增彩创业，为经济增彩

政策，为发展助力

点 评

创业是场马拉松

“古冶煤区多棚户，十万百姓在里住，秋有蚊
虫冬又冷，春夏有雨起泥污。政府统筹抓整改，多
元投资劲力足，昔日旧貌换新颜，民众乔迁享幸
福。”这首小诗是记者在有着百年煤炭开采历史的
河北省唐山市古冶区采访时看到的。当地百姓用
朴素的语言赞扬着古冶区的棚户区改造工程。

让陋室变样

由唐山市中心区向东 28 千米，便是煤矿林立
的古冶区。砸锅卖铁，离开古冶——这句曾在古
冶群众间广为流传的调侃之语，表达了百姓对改
变居住环境的强烈渴望。

古冶是一个有着百年开采历史的矿区，依煤
而建的棚户一度占到了全区住户的一半。虽经政
府多年努力，截至 2009 年底，仍有 10.3 万人居住
在震后简易、半简易房里。这些房屋既无煤气，也
无暖气，有的住户仍然过着劈柴烧水、拉煤生火的
日子。

2010 年，古冶区确定了异地搬迁安置、原址
回迁及货币化补偿相结合的方式，对首批 40 万平
方米棚户区进行正式改造。然而，要实施大面积
的棚户区改造，钱从哪里来呢？古冶区在努力争
取国家政策的同时，还盘算了这样一笔账：249.6
万平方米棚户区改造成高楼后，至少能提高土地
利用率 3 至 4 倍。腾出来的土地用于搞产业开
发，补给搬迁户，就不用他们自掏腰包了嘛！为了
进一步破解资金难题，古冶区还运用民生投资公
司融资平台，努力吸引更多资金支持。

2010 年 5 月，古冶区金山新城首批 40 万平
方米的棚户改造工程启动，拉开了全区棚改的序
幕。截至目前，古冶区已经完成城市棚户区危旧
住房改造 57 万平方米，使近 1.1 万户、4 万人实现
了大搬迁。

“我们一家原来挤在不足 34 平方米的房间里
生活了 30 多年。”谈起棚户区改造，古冶居民窦伯
娟感慨万千，“通过置换，我才花了 5 万多元，就得
到了一套 75.49 平方米、价值 30 多万元的新楼
房。搬进来时，家里暖气、煤气、水电、闭路电视一
应俱全，忒好啊！”窦伯娟的话代表着乔迁新居百
姓的真实心声。

让大集转岗

要让百姓居住方便，还得让百姓生活方便。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依矿建区、城乡混杂等因素影
响，古冶城区内农村集市与马路市场并存。这种
商业业态虽然为居民生活带来便利，但“晴天一身
土，雨天一身泥”的现实令他们备受困扰。

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的现状，古冶区委、区政府
结合棚户区改造工程，整合区内的市场资源，彻底
取缔、关闭无水庄大集、古冶大集、唐家庄大集及
周边露天经营的马路市场，先后投资 14 亿元，合
理布局建设了古冶大市场、唐百大楼林西购物广
场、林西商贸城等 22 个大型商场、封闭市场建设
工程，使大集实现成功“转岗”。“大集转岗不仅转
出了舒适的购物环境，更转出了许多就业岗位，我
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一位在古冶大市场上班的
居民说。

通过棚户区改造，古冶区把腾出来的充裕土
地陆续“做熟”，使一大批带动性强、成长性好的第
三产业项目落地开花，为城市转型提供了新的引
擎。例如投资 1.6 亿元的和合婚庆文化广场，为
古冶提供了就业岗位 2000 余个。围绕这一广
场，七彩虹乐园、唐山影视城、龙凤文化园、海子湖
湿地观光园等文化产业项目异军突起，初步形成
了一条以婚庆文化串接起来的“食、住、行、游、购、
娱”产业链条。

通过三产带动，古冶区产业结构早已不再是
煤炭当家了。据统计，2013 年，全区非煤产业占
全区 GDP 的 89.24%，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比上年增长了 14.4%，煤都转型基本成功。

在宁波，信息化为老百姓带来的生活
便捷几乎无处不在。

智慧，让健康更有保障

80 岁的陈大爷近日在江东区白鹤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拍了心电图。与此同时，
网络已将检查图谱传送至宁波市第一医院
心电图科，由专家进行会诊，做出诊断，再
及时将检查结果传回给检查点，辅助指导
医生给病人进行相应治疗。

这是宁波市正在着力打造的“智慧医
疗”的一个缩影。

宁波启动智慧健康保障体系建设，旨
在通过信息化手段让老百姓看病更方便。
这一项目先后被列为“智慧宁波”和“智慧
浙江”建设试点项目。如今，可及时了解自
己健康档案和医疗信息的掌上“移动医
院”、为同城异地临床医疗人员提供远程接
入和无缝指导医疗业务的云技术医疗服务
平台、覆盖全市 27 家医院的方便患者挂
号就诊的“智慧健康——医院通”手机客户
端等，在宁波市已先后投入使用。

汪慧坊是宁波市第一医院胃肠外科副
主任医师。如今，他下班到家，第一件事就
是打开 IPad 登入云技术医疗服务系统。
这是他已经养成的一个新习惯。

前不久，一组突变的数据让他紧张起
来。这是汪慧坊的一名肿瘤晚期病人，在
较短的时间内，其心率及其他生命体征数
据变得异常。监测到异常后，汪慧坊迅速
联系了值班护士，准备手术。自己立马返
回医院，对该病人实施了急救手术。由于
抢救及时，病人转危为安。

据了解，通过采用云计算、云存储等技

术，宁波已逐步实现卫生政务电子化、医院
服务网络化、公共卫生管理数字化、卫生医
疗信息服务一体化，满足市民多样化的医
疗卫生服务需求。截至今年 5 月，宁波市
公共健康服务平台已收集 1200 万健康档
案信息和 5.3 亿条健康档案数据，提供健
康服务 400万人次，日均超过 8000人次。

产业，为智慧提供营养

近日，一款名为“宁波通”的手机 APP
面世。这套应用系统以“买票不出门、出门
不问路、打的不等待、停车不找位、堵车不

用急、事故不用慌”为口号，提供客运联网
售票、路径导航、出租召车、事故报警、实时
路况查询、移车求助等 18 项交通服务，几
乎囊括了老百姓日常出行的全部需求。这
款应用正是宁波智慧交通建设的一部分。
而迅速建设中的智慧教育、智慧城管、智慧
物流，无不极大地提升着宁波老百姓的生
活品质。

宁波市智慧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任、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谢月
娣说，2010 年，宁波在全国最早启动建设
智慧城市。几年来，宁波建设智慧城市坚
持民生为先、产业为本的原则，荟萃智慧应

用，培育智慧产业，以信息化改善和提高市
民生活品质。今年，宁波市更是进入全国
信息惠民国家试点城市名单。宁波将重点
开展智慧健康、智慧社区、智慧教育等 15
项信息惠民工程，力争至 2016 年，公共服
务水平显著提高。

宁波建设智慧城市，努力提高城市宽
带网络质量和覆盖范围，建设信息化基础
设施。但宁波智慧城市建设又不仅仅囿于
技术，而是着力建设技术先进、功能齐全、
产业链完整的信息技术产业，以产业发展
推动信息惠民。

以智慧健康为例，它看上去是一个简
单的口号，但背后的支撑则是健康信息产
业的精耕细作。

2013 年，东软集团宣布在宁波高新区
成立东软集团（宁波）有限公司，从事智慧
医疗服务，打通“全程（全生命周期）医疗+
物流网+医疗地产”三个关键技术环节，为
宁波智慧健康建设提供产业支撑。目前，
东软智慧医疗产业项目正在积极推进。

而另一家信息与通信解决方案供应
商华为，也在宁波探索通过建设居民电子
健康档案、电子病历的区域医疗信息平台，
实现宁波市内不同医疗卫生机构、相关职
能部门业务系统之间互联互通、数据共享
和联动协同，使宁波医疗服务走向智能化。

谢月娣表示，建设智慧城市实现信息
惠民，必须依托产业发展。从 2011 年起，
宁波连续举办了 4 届智慧城市技术与应用
产品博览会。今年上半年，宁波 817 家规
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
716 亿元，成为当地经济支柱产业之一。
随着信息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宁波信息惠
民将有着更为坚实的产业保障。

智慧城市 民生为先
本报记者 郁进东

河北唐山市古冶区把

棚户区改造与人民群众生

活改善、区域经济转型发展

有机结合，使百年煤都焕发

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79 岁的书画爱好者郑幼兰正用画笔记录金

山森林公园美景。这里原本是一片采煤塌陷区，

通过清淤改造形成占地 1000亩的公园。

（资料图片）

浙江宁波以智慧健康、智慧社区、智慧教育等 15 项信息惠民工程为支撑，为群众构

建更方便、更实用的公共服务体系——

四名 IT 男辞工创办的“西少爷肉夹馍”，日收入近万元。 （资料图片）

远程诊疗系统能让用户在家做简单体检，还可进行医疗咨询。 龚国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