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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实现儿时梦想 创出“甜蜜”未来

就业参保登记，您需要了解的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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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融合

90 后女孩叶佳玲，说话做
事比同龄人稍显沉稳老练，又不
失活泼朝气，给人“邻家小妹”的
感觉。她经营甜品店已有两
年，把西式糕点卖得风生水起。

烘焙兴趣变为技能

学生时代，叶佳玲的动手
能力就很强，她十几岁就开始
自制甜品，常带双皮奶、布丁去
学校和同学们一起分享，美味
的甜品深受大家喜爱。或许那
时，一颗小小的创业种子便已

悄然种下。
凭借对西点制作的热爱，

叶佳玲相继考出了西式点心师
的初、中、高级国家职业技能资
格证书，还在王森西点学校跟
随世界级大师和田光一与阿诺
德继续深造。目前，她正在备
考国家高级技师资格，向年轻
的“手艺人”迈进。

创业梦想成为现实

2019 年，叶佳玲将拥有一
家蛋糕店的梦想搬进了现实，她

决心创业。虽然获得家人的全
力支持，但缺乏经验的小叶仍遇
到不少问题，于是她去社区事务
受理服务中心寻求帮助。

在上海市创业指导专家志
愿团朱斌专家的帮助下，叶佳
玲熟读创业政策，重新筹备创
业初期的各项工作，还参加了
宝山区优秀创业项目评选，借
大赛平台获得更专业的指导与
曝光度。几个月后，“玲宝蛋糕
店”在罗店美兰湖正式开张。

专家助力“甜蜜”事业

超高的颜值，新鲜的食材，
朋友间的口口相传，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营销互动，都让“玲
宝”迅速成为网红甜品店，也有
了稳定的客源。

创业之路似乎进入平稳
期，却也是“瓶颈期”。此时，罗
店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再次
伸出援手，邀请创业指导专家
黄燕华、沈玉华和企业家王轶
来到蛋糕店，希望为叶佳玲对

接资源。黄老师帮助小叶拓宽
销售渠道，沈老师为小叶对接
集团企业的工会资源，王总则
将自己园区的一块场地提供给
小叶，助她孵化分店。

在各方助力下，叶佳玲的

蛋糕店稳扎稳打、慢慢壮大，已
开出两家分店，所雇店员也从
最初的2人增至11人。

用 一 份 甜 品 ，邂 逅 好 心
情。对于目前的状态，叶佳玲
颇有感触：“创业之路，辛苦却充
实，累并快乐着。除了家人的支
持以外，政府的关心、各位老师
的帮助都让我更有底气！我
想，唯有诚信用心地经营下去，
才是回报社会的最佳方式。”

（“海纳百创”微信公众号）

近日，杨浦区人社局创业服务部门联合中国
银行上海市杨浦支行、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
金会、上海创业接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等多家单
位合作举办“帮扶减负，助企纾困”疫情期间企业
融资服务系列专题讲座，为疫情下企业连续经营
提供多重金融服务保障。

政府搭台，打好融资组合拳
首场线上讲座围绕贷款产品开展，不仅有区

人社创业指导师详细介绍人社部门创业担保贷款
政策，还特别邀请了中国银行杨浦支行普惠金融
事业部曹毅主任线上做客，为创业者解读中国银
行针对小微企业融资推出的“银政助企复工”“如
愿加速复产”“在线融资复市”三大套餐礼包。

第二场讲座则聚焦基金与担保融资服务，邀
请了来自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的负责人
详细解读疫情期间针对天使基金资助企业的阶段
性措施，包括推延迟还款、提高资助金额、拓宽申
请范围等，全力支持企业共渡疫情难关。目前，上
述2场活动共吸引了区内近130家企业的参与。

及时解决，线上服务破难题
在面向企业广泛开展线上宣讲活动的同时，

创业服务部门也积极回应企业“点对点”金融需
求，认真落实政策性融资政策，在疫情期间指导帮
助有贷款需求企业开展创业担保贷款申请。

近期，一家企业提交了创业担保贷款申请。
在沟通中，企业负责人介绍到，他们是一家提供健
康管理平台的创业企业，疫情期间不仅面向市民
开放24小时互联网问诊平台，还紧急推出了线上
配药平台，为市民提供公益购药及配送服务，然而
企业也因此在成本方面有不小的压力。

急企业之所急，忧企业之所忧，区人社创业工
作人员立刻行动起来。平日熟悉的线下服务模式
需要依托专门的业务系统操作，如今切换成了线上模式，有多
道关卡需要一一破题。先是第一时间与上级部门沟通，获得了
外网环境下的系统操作许可，接着是驻守单位的同事快马加鞭
送来了业务硬件设备，最后经过几番安全性测试，工作人员终
于在家打开了熟悉的操作界面。在3个小时的时间里，工作人
员先后进行了材料审核，电话沟通政策详情，审核企业基本情
况以及申请条件，最终完成了该笔贷款申请的区级系统审核。

接下来，杨浦人社创业服务部门还将继续行动，倾听企业
需求，提振发展信心，为创业者汇集更加全面的金融支持和服
务保障力量，切实帮助中小企业及创业者纾困解难，为企业复
工复产保驾护航。 （杨浦区就业促进中心）

在黄浦区人社部门的大力
支持下，黄浦区各中职创业指
导站以务实、创新的实践项目
为突破口，取得了实质性的工
作成绩，以“做学一体”的创业
实践推进学校的创新创业教育
工作，以“创”促教，以“创”育人。

四区联动，搭建创业实践平台

近年来，黄浦区在创业发
展规划中，实施以社区、园区、
校区和商区为主体的“四区联
动”战略布局，而中职创业指
导站作为校区创业教育工作
的前沿阵地，起着相当重要的
作用。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
于2018年4月成立了黄浦区中
职创业指导站，并在2019年6月
顺利通过建站评估。2020 年
中职创业指导站市级评估为
B 级，2021 年又被市级评估为
A级。

2021 年，学校创新创业教
育工作以“思创结合”“专创融
合”为导向，全年共开设创业教
育基础课程7门，培训学生659
人，占在校学生总数 59.9%；举
办各类创业活动6场，298名学
生参与；配合市、区公共创业服
务机构开展创业活动3场，114
名学生参与。

创业指导站以创业课程和
创业活动为抓手，统筹整合校
内外创业教育资源，形成了融
课程教学、专业渗透、社团活
动、培训竞赛、项目孵化为一体
的多元结构的创业教育体系，
并组建了由上海市创业指导专
家志愿团黄浦分团7位创业指
导专家构成的创业导师团队，
多角度开展创业指导。

每学期创业指导站会组织
开展学校的“创业之星”训练营，
在全校范围招募对创新创业有
热情有想法的学生，经过培训辅
导后形成初步的创业计划，再经

过创业导师打磨，
凝练具有商业价值
的创业项目。2021
年上海市中职生

“互联网+”创新创
业大赛，该校遴选
出 31 个创业项目
报名参加市赛。

结合地域发展特点，创业
指导站还积极参与黄浦区“老
字号新活力”创新创业专项行
动。2021 年，参与了老字号企
业“邵万生”的产品包装设计、

“星光摄影+”创意下午茶大
赛，以青年学生的创造力赋予
老字号青春活力。

立足实战，激发中职创业活力

黄浦区的另一所中职院校
——中华职业学校在 2020 年
建成中职学校创业指导站后，
每周开展一次商务模拟公司创
新创业课程线下培训，结合学
校专业，以实体企业、餐饮企业
运营为主，前往咖啡馆或其它
类型餐饮企业实地参观培训。
创业导师利用自身品牌、产品、
资源和服务优势，负责创业项
目的提升、创业培训、活动现场
执行、各类资源推介等服务的
策划及执行。

2021 年，中华职业学校在
各方的共同努力下，获得各级
创业大赛奖项15个。其中《举
杯解忧——解忧cafe》项目荣获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铜奖；孵化
多类型的创业群体，例如“解忧
Café屋”“爱心花园公益艺廊”

“福兴商号红色主题密室”等，
在创新创业方面取得了优异的
成绩。

多方参与，以赛推进创业教育

黄浦在现有两所中职创业
指导站的基础上，2021 年又新

认定了上海商业会计学校（黄
浦校区）作为黄浦区级的中职
创业指导站，并连续三年举办
黄浦区中职学校“创业之星”创
业计划大赛。

近年来，黄浦区各中职学
校创业指导站通过深入挖掘、
整合创业资源助力学生创业，
吸引更多的学生关注创新创
业，形成了黄浦区独具特色的
学生创业孵化服务模式。

（“海纳百创”微信公众号）

问：单位招用劳动者后，如何办理就业参保
登记？

答：单位招用劳动者后，可使用电子营业执
照 或“ 法 人 一 证 通 ”数 字 证 书 登 录“ 一 网 通
办”——“一窗通”平台进行企业员工就业参保登
记线上办理。

“ 一 网 通 办 ”：https://zwdt.sh.gov.cn/
govPortals/index.do

问：A单位上个月为员工办理的退工手续，
但尚未办理社保停止缴费，B单位本月办理“企
业员工就业参保登记”后，查询到相关业务尚在
办理中，是否需要重新申报？

答：B单位为员工办理“企业员工就业参保登
记”时，A单位尚未办理社保停止缴费手续，经办
机构将按规定对B单位的申报信息予以受理，待
A 单位完成社保停止缴费后为该员工办理后续
参保手续，单位无需重复办理。

问：单位办理了“企业员工就业参保登记”，
填报的就业起始时间为上个月，是否需要单独办

理社保补缴手续？
答：单位在办理“企业员工就业参保登记”

时，需准确填写员工的就业起始日期，系统将结
合社保实际缴费情况，自动确定此次社保缴费的
起始日期，无需单位另行操作社保补缴。

问：单位办理“企业员工就业参保登记”后，
如何获取办理结果？

答：单位办理“企业员工就业参保登记”后，
可在新版自助经办系统“已办事项”和“办理中事
项”栏目中获取办理结果或打印核定表。

（“上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