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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企稳岗出“重拳”，全面释放就业
政策红利

真金白银支持企业稳定岗位，主动服
务帮助企业降本增效。

在真金白银的扶持上，中山总是竭尽
所能。数据统计，近一年来，中山累计发放
惠企利民就业政策补贴资金超12亿元，惠
及企业超60万家次。其中，“用工保障四条”
惠及员工超2万人、企业超2400家，发放补
贴金额近930万元；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
险、工伤保险费率政策为超22万家企业减
负超过7亿元；全市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超 2亿元，发放创业担保贷款贴息近 1000
万元，同比增长152.4%。

中山同样尽心当好企业“服务员”。
据统计，2023年以来，中山实施“春暖中
山·人社有情”专项行动，组织近 200 趟
专车专列专机跨省接返企业技术骨干

6000多人，并升级出台“妈妈岗”政策 2.0
版，“妈妈岗”累计备案企业 482家，备案
岗位超 2 万个，帮助超 4500 名育龄妇女
就业，发放用人单位社保补贴、岗位补贴
超 900万元。

■精准直达出“实拳”，全力保障重点
群体就业

稳就业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根本举
措。

过去一年来，中山扎实做好高校毕业
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全面落实“1131”
实名服务，通过“免申即享”方式发放企业
一次性扩岗补助和新招员工奖励补贴，变

“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
为推动广大市民群众和毕业生好就

业、就好业，中山举办“南粤春暖”“春风行
动暨就业援助月”等线上线下招聘会近400

场次，服务企业超2万家次，发布岗位需求
超40万个，向各类就业困难人员推送就业
帮扶信息超18万条；落实高校毕业生就业
创业十大行动，开发60个“三支一扶”基层
志愿服务岗位，全市新增高校毕业生见习
基地 72家，开发见习岗位 4125个，中山生
源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超90%。

中山在全省率先建成“市-镇-村”三
级零工市场和就业驿站，为零工人员和用
人单位提供快速发布信息、当日面试到岗
等零工招聘服务，累计开展招聘服务超
100场，近 800家企业发布超 5000个岗位，
服务零工群体近2万人。

■供需对接出“细拳”，加强人力资源
开发利用

持续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应用，是服务
中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过去一年，中山持续优化全市人力资
源配置，综合施策促进青年、妇女劳动、大
龄劳动者就业，并建立24小时重点企业用
工调度保障机制，对接2300多家重点规上
企业用工需求。同时，出台《中山市加快发
展人力资源服务业的意见》等扶持政策，
中山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获评为省级人
力资源产业园，入驻机构达72家。

中山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领
域发展需求，累计为400多家“新十大舰队”
重点企业提供“引才管家”服务，定向招引
本硕博学历人才，达成就职意向近7000人；
加快推进乡村人力资源开发助力“百千万

工程”，累计开发8个乡村工匠专业，7名“粤
菜师傅”大师获评广东省乡村工匠烹饪专
业类别专业人才高级职称。同时，多部门联
合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
动，实地核查重点人力资源机构及劳务派
遣机构782家次。

■激发活力出“长拳”，厚植大湾区创
业沃土

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地，是
中山持之以恒的追求与目标。

中山积极抢抓省级改革创新实验区
建设、深中通道即将通车等历史机遇，深
入推进“1+1+N”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平台
建设，建成 2个省级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
地和 1个市级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吸
引更多港澳青年人才来中山工作生活。目
前，全市45家创业孵化基地累计进驻创业
团队超5560个，带动就业超2.2万人。

中山还组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
联盟，累计孵化港澳创业项目112个，服务
港澳青年 1.6万人次；推动香港、中山两地
创新创业政策协同，加强与港澳高校对
接，积极宣传推广中山就业创业和人才政
策，并与香港青年协会成为“粤港澳大湾
区战略合作伙伴”；推动翠亨新区“澳中青
年创新创业园”全面投入运营，为港澳青
年在中山创业提供首站服务；深中两地人
社部门签订全面合作框架协议，推进两地
省级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建设互联互
通，拓展珠江口东西两岸就业创业空间。

我市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连续4年获评省级考核“优秀”等次

打好稳就业“组合拳”交出高质量“成绩单”

“我作为中小企业主，这两年切身感受到办事更加便利、工作效率明显

提升。”说起中山在企业开办等营商环境方面的变化，广东好工匠金属制造

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小兵连连点赞。

1月1日起，《中山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正式开始施行，这是中山深入

推进营商环境改革的一个缩影。2023年，全市统筹“一盘棋”，各职能部门结

合工作实际，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办事效率大幅提升，中山市场主体保持快

速增长，企业主的获得感大大增强，企业效益实现突破，“以营商促赢商”的

良好态势愈发明显。

2023年，中山市深入推进营商环境改革，企业效益实现突破，
市场主体快速增长

培育“赢商”沃土 客商近悦远来

■从企业全生命周期构建办事流程
企业到一座城市落户，开办是第一步。

那么，在中山开办企业，需要怎样的流程
呢？中山市正德鑫会计服务有限公司是为
企业提供开办、注销、税务等服务的机构，
该公司负责人范常琴介绍，目前，通过中山
市“一照通行”服务平台，在资料齐全的情
况下，只需要一个工作日即可完成，最快只
需要一小时左右，而且从资料提交到领取
营业执照均无需出户，线上办理即可。不仅
如此，从2023年12月19日起，新开办企业
通过中山市“一照通行”服务平台免费刻章
管理功能系统，还可实现“零跑动”在线申
请首套印章免费刻制服务，换言之，连刻章
都可以远程操作，而且还是免费的。

从2023年12月8日起，东区街道政务
服务中心 24小时自助区首推“粤省事码”
开门服务，群众只要手里有“码”就能一路
畅通，大大节省了办事时间，实现“码”上
提速。走进该服务中心，一眼便可见人工
导办台，办事窗口标识细化，给办事人员

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在实践中优化，在优化后检验。《中山

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从企业进入、促进
企业发展壮大、市场退出机制三大方面，
设定了 39项制度措施，从企业进入到退
出，全生命周期、全方位营造良好的法治
化营商环境，打消企业的每一个顾虑。

除了办事流程上的精简，中山还加大
支持力度，吸引优质项目。例如，为支持优
质项目加快落户中山市十大主题产业园，
吸引产业、人才、资金、创新等资源集聚，
推动主题产业园高质量发展，中山出台了
《中山市十大主题产业园重大产业项目扶
持措施》，从企业投资增收、用地用房、研
发创新、人才服务、审批服务等全方面全
流程给予企业支持。此外，还出台了《中山
市十大主题产业园建设行动方案》，明确
主题产业园开发模式、开发时序、建设任
务、保障措施等。十大主题产业园采取“一
园区一机制”，探索“管委会+园区开发公
司”“开发建设指挥部+园区开发公司”“属

地镇街+园区开发公司”等不同开发运营
模式，因地制宜、因园施策，全面推动园区
高水平开发建设。

对于发展中的“潜力股”，中山更是给
予“真金白银”支持。根据《中山市企业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贷款风险补偿办法》，企
业利用商标、专利便可以申请质押融资，
并获得一定的贷款风险补偿，目前，知识
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资金池规模达
7000万元，支持14家银行为企业提供知识
产权质押融资。

■以优质营商环境促“赢商”
“刚刚过去的一年，频繁出差，飞行了

八十九次，见了许多人，每到一处都感觉
到困境下的定力与韧力。”中山福昆航空
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谢陵表示，2023年，
公司全体员工努力拼搏，对抗复杂多变的
外部环境，自主研发、全国产化的 2吨级
M1首架机已经于 2023年 10月在上海成
功实现首飞，展望 2024年，业绩有望实现
翻一番的目标。

中山福昆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是在中
山诞生和成长的“后起之秀”。2018年，谢
陵携创新项目从第七届中国创新创业大
赛（广东·中山赛区）暨第三届中山市科技
创新创业大赛决赛脱颖而出，中山福昆航
空科技有限公司当年便落户坦洲镇坦南
创客园，主要从事高性能无人机整机、飞
控系统的研发、运营和销售。在 2023年 11
月 1日举行的 2023年中山市企业家大会
上，中山福昆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被授予
2023年中山市科技创新企业30强。

于 2017年落户中山的中科富海中山
装备公司，企业厂房从开始的1000多平方

米发展到现在的10000多平方米。经历6年
发展，中科富海装备公司已在国内外发展
了 30多个大客户，2023年营业收入增至 2
亿元。

中小企业是一座城市经济的重要力
量。截至目前，中山市场主体近 65万户，
其中，中小微企业近 26万户。为进一步优
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2023年 7月，市政
府出台《中山市推动中小微工业企业高质
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实施中小微企业梯
度培育发展战略，拿出真金白银，加快形
成小微企业上规模、中型企业上档次、大
中小微企业分工合作和协同创新融合发
展的新格局。目前，全市共有国家级制造
业单项冠军企业 5家，位居全省第 5；省级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7家，位居全省第 6；
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28家，位居
全省第 7；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769家，位居
全省第 7；创新型中小企业 1451家，位居
全省第 7；规上工业企业数量 4970家，位
居全省第 5。

“企业要发展，土壤很关键，我相信中
山就是最适合企业发展的土壤。”中山市
广良机电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卢良兵表
示，公司主要提供建筑设计、消防安装等
服务，在“工改”以及深中通道建设的利好
下，在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下，公司近年
得到了快速成长，2023年业绩增长 50%以
上，展望 2024深中通道通车之年，公司也
会迎来发展佳期。

广东好工匠金属制造有限公司总经
理徐小兵表示，2023年虽然艰难，但从没
放弃，销售额追平了近几年的最高水平，
为2024年奠定了良好基础，公司全员充满
信心。

本报记者 徐世球

全国率先“逆向招工”、组织全省首趟专车专机接返员工、全省率先出

台“用工保障四条”、举办全省首场“稳就业·促发展”大型招聘嘉年华、“妈

妈岗”灵活就业模式获全省推广、全省率先构建“市-镇-村”三级零工市场

和就业驿站……这是中山通过多措并举打好稳就业“组合拳”，交出的高质

量就业“成绩单”。

2023年以来，中山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全面落实省“稳就业 16
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超4.8万人，超额完成省下达的各项就业服务指标，

在全省就业目标责任制考核中连续4年评为优秀。

本报记者 江慎诺 通讯员 吴森豪 吴文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