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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泽当电（记者 刘枫）今年以来，山南市积极拓宽就业创业工作

思路，鼓励以创业带动就业，通过强化“六个坚持”，加强政策宣传、技

能培训、岗位衔接和创业指导，积极破解结构性矛盾。截至 11 月，全市

3160 名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 2958 人，就业率达 93.61%。往届（毕业 10

年以内）未就业大学生从年初的 4992人, 减少到目前的 1574人，“双业”

工作取得新实效。

围绕解决好人力资源供需失衡问题，山南市积极搭建就业供需平

台，截至目前，共举办大型综合招聘会 5场、小型精品招聘会 15场，累计

开发岗位 9854个，开发储备 2020年就业岗位 1769个。

围绕解决好总量和结构性问题，山南市实施“八个一批”分类就业

机制，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考录就业 563 人、区外助力 135 人、国企和民

企吸纳 1848 人、基层就业 273 人、创业带动 20 人、学历提升 65 人、政府

购买服务 42人、乡村振兴专干招录就业 753人。

围绕解决好主体责任不到位、错位缺位问题，山南市建立“千名干

部联系千名高校毕业生”机制，深入开展“一对一”“多对一”结对帮扶

服务，累计帮扶 739 名高校毕业生实现就业，结对帮扶就业率达到

77.63%。

围绕解决好就业主体与用人单位需求不匹配问题，山南市按照

分类推荐、精准对接的原则，把 3160 名应届高校毕业生分为 24 大类

350 小类，并建立数据库，根据市场用工需求开展精准化人岗对接。

截 至 目 前 ，累 计 职 业 指 导 高 校 毕 业 生 6437 人 次 、职 业 介 绍 3257 人

次。

围绕解决好社会影响和传统就业观念问题，山南市组建 13 个“巡

回宣讲队”，深入校园、家庭、企业、农牧区、村居开展政策宣讲 240 场

次，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宣传 22 场次，积极引导树立正

确的就业观，取得一定成效。

山南市积极推动创新与创业融合、平台与政策融合，推进“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建成市级众创空间和洛珠民营众创空间，入驻企业 46

家，带动 169名高校毕业生实现就业创业。

6 年前，27 岁的藏族小伙子朗卓辞去了稳定的事

业单位工作，走上了创业路，追逐内心的梦想。一路

风雨兼程、爬坡过坎，如今，他终于品尝到了收获的喜

悦。

“我觉得看准时机和方向果断创业后，一定要不

怕苦、不放弃，同时别太看重面子。”总结自己的创业

“秘笈”时，朗卓这样说。

1986 年，朗卓出生在日喀则市仁布县。早在拉萨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上学期间，朗卓主动到旅行社打

工，勤工俭学补贴家用。为了更好地在西藏旅游行业

立足和发展，2008 年，22 岁的朗卓成功考取了导游

证。朗卓告诉记者，从那时起，创业梦想就已经在他

心中悄然萌发。

2009 年，朗卓大学毕业，怀着一腔创业热情的他

准备好好闯出一番事业。但是，当他将自己的创业计

划告诉家人时，却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在生意场

上吃过不少苦头的姐姐尤其反对他创业，希望他能过

上安稳的生活。

在家人一再反对声中，朗卓退让了，将创业梦想

埋在了心底，考到仁布县的一个小学，在平静安稳的

岁月中尽心尽力地教书育人。然而，4 年的教师生涯

仍然没法将朗卓的创业梦想磨灭，创业梦像个顽皮的

孩子，不时跑出来搅扰他一下。

2013 年，经过慎重考虑，朗卓递交了辞职信，开办

了一家旅行社。这一次，面对既成事实，家人只好全

力支持他。朗卓的妻子对他说：“只要你认真思考过

了，你选择干什么我都无条件支持。”从此，朗卓真正

踏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创业路。

真正着手经营旅行社时，朗卓才发现，压力特别

大，自己当老板和给别人打工完全是两码事。开旅行

社时，20 万元的保证金差点让没什么积蓄的他愁白了

头。最终，通过银行贷款和朋友帮助，朗卓终于凑齐

了保证金。

经营旅行社的那几个年头，资金周转上的困难、

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服务中遇到的麻烦常常让朗卓

焦头烂额。有一次，朗卓和朋友出去吃饭，后来发现

身上没钱结账，只好拐弯抹角地打电话向老婆要。“当

天，老婆一晚上都没睡着，问我是不是生意上遇到什

么难处了，还打算用卖房子的钱支持我做生意。听到

她的话我特别感动，当时我鼻子都酸了，但坚决反对

她卖房子。”说起老婆，朗卓满怀感动。

家人从不理解到全力支持的态度转变，给了朗

卓极大勇气，让他在无数次想放弃的时刻都坚强地

挺过来了。每当他想放弃时，总有一个声音在心底

提醒他：不能放弃，不能让家人失望。坚强的信念

让朗卓变成拼命三郎，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走过

一个个加班到凌晨三四点的日子，走过最为艰难的

岁月。

2017 年 10 月，朗卓迎来了人生的转折，在仁布县

委、县政府的支持下，朗卓决定回到自己的故乡创

业。当月，朗卓和仁布县聚宝盆扶贫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联合创办了仁布首家“双创”项目孵化基地——西

藏乔穆朗玛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先后为 11 名大学

生提供就业岗位。2018 年 7 月，朗卓又与仁布县政府

联合组建了西藏乔穆朗玛劳务服务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主要经营市政设施管理、劳务服务、劳务派遣和劳

务分包等，现有员工 52 人，截至目前，实现转移就业

3163 人、4368 人次。目前，两家公司的发展蒸蒸日上，

实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奋斗的人生最幸福，光芒万丈的荣耀，其实是以

无数的汗水为支撑。相信在党和政府的政策支持以

及社会各界的关心关怀下，我们创业的道路一定会越

来越宽畅。”对于幸福，朗卓有着自己的理解，展望未

来，朗卓信心满满。

伟色是仲巴县布多乡那江村牧民，以前一家三口人一直挤

在 30 平方米的土坯房里，2014 年，伟色因做生意经营不当亏损 8

万余元，负债累累，生活变得极其困难，成了乡里精准扶贫的重

点帮扶对象。

布多乡党委书记扎西是伟色家的结对帮扶干部，多次深入

伟色家走访调研，面对面深入细致地做思想工作，通过教育引

导，希望伟色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改变贫困现状。

当得知伟色有着农机修理的技术时，扎西鼓励说：“布多乡

地处仲巴县北部仲隆公路中段，来往车辆不少，附近缺少会修车

的，你不如开一家农机维修店吧，生意肯定好！”

2017年初，扎西特地买来摩托车维修工具，检验伟色的维修

技术。在看到伟色过硬的维修技术后，扎西更是积极鼓励。“一

开始，书记把这个计划告诉我的时候，我和家人不是很有信心、

顾虑重重。自己有过一次做生意失败的经历，缺乏再次尝试的

勇气；另一方面，家里没有积蓄缺乏启动资金，要想开店就要卖

了家里仅有的 161 只绵羊，要是赔了怎么办？”这些问题深深地

困扰着伟色和他的家人。

得知伟色和他的家人的顾虑后，扎西从地理位置、未来道路

建设和市场前景一一为伟色和他的家人进行分析，打消他们的

思想顾虑。最终，伟色下定决心开办“布多乡伟色农机维修站”。

在乡政府的帮助下，伟色从银行贷款 8 万元，加上卖羊的 8

万元，凑齐了开店的钱。扎西带着伟色到市里采购摩托车配件

等开店所需东西，帮助伟色装点门面，成功开起了农机维修站。

2017 年下半年，伟色又在扎西的鼓励下购买了一辆小型装

载机，出租给施工队。仅仅一年时间，伟色开办的维修店和出租

装载机的净利润就达到 12万元。

2018年，借着仲巴县县城到隆嘎尔乡公路的修建，扎西又鼓

励伟色增加了轮胎维修业务，并在朋友、同事和工地中积极帮伟

色进行宣传，提高店铺及经营业务的知晓度。

现在，“布多乡伟色农机维修站”致富的故事已在周围百姓

中广为传播，大大增强了全乡贫困群众脱贫摘帽的信心，广大群

众纷纷向伟色取经，也希望依靠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

图为拉萨三世唐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唐卡画师在画唐卡。

本报记者 孙文娟 张尚华 摄

图为创业培训讲师邓军华为参加创业大赛的选手演讲。

本报记者 孙文娟 张尚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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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进“ 大 众 创 业 、万 众 创 新 ”是 党 中

央、国务院作出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是

打造发展新引擎、增强发展新动力的重大

举措。我区高度重视“双创”工作，把它作

为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重要抓手，把“双

创”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陆续出台

了一系列政策性文件。目前，我区“双创”

环境不断优化，创客群体不断壮大，“双

创”氛围不断向好，众创空间迅速发展，各

项工作扎实有序推进。未来，做好“双创”

工作，笔者认为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持

续用力，久久为功。

首先，要强化沟通衔接力度，明确资

金兑现时间，打通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

里”，切实将补贴落实到位，把现有扶持政

策不折不扣兑现下去、落实到位，全力支

持我区“双创”示范项目建设。要针对不

同创业群体制定帮扶政策，建立“绿色通

道”，如建立高校毕业生返乡创业“一站

式”绿色服务通道，设立高校毕业生创业

担保基金，贷款额度、期限和贴息政策按

《若干意见》执行，符合条件的个人创业贷

款实行免抵押担保政策，由创业担保基金

予以全额担保。对成长性好、市场前景

好、投资效益好、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项

目，在项目申报审核、资金分配等方面给

予优先支持和倾斜。

其次，要搭建起政企沟通的平台和桥

梁。按照“互联网+服务”的思路，“立足全

市，服务区县、园区”，吸引服务机构入驻，

为企业提供权威的政府信息与资源；通过

集聚整合优质社会服务资源和市直相关

部门服务中小微企业的各项服务职能，提

供以政策咨询服务、信息服务、融资服务、

市场拓展为特色的综合“一站式”服务，提

高服务资源的配置效率，有效促进中小微

企业的孵化培育和管理提升。

再次，要细化绩效考核办法，从实际

投入、运营等方面对现有“双创”平台严格审核把关，对符合条件

的“双创”平台给予建设补助和运营补贴。要进一步规范“双创”

示范项目资金使用和管理，最大限度、最大范围地激励释放“大众

创业”热情和“万众创新”智慧，为大学生就业创业和科技型企业

孵化成长创造良好的条件。要加强跟踪考核督查，确保资金使用

安全、规范和高效，有效引导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实现更高质量

和更充分就业。

记者见到多吉加布时，他正在虚拟

演播室拍摄视频。他创立的永忠拉久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文化为核心的

影视传媒机构。

这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对于公司

的定位非常明确，就是要做精品电视节

目的制作和发行。未来，想做一名传承

文化、不断创新的内容提供商。

其实，多吉加布不是一个人在奋斗，

他是西藏自治区创业孵化示范基地中众

多创业大学生的一个缩影。

在西藏自治区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入

驻的 81 家企业中，大学生创业的就有 63

家。这些创业项目紧密依托我区实际情

况和优势产业，涉及现代农业、文创旅

游、现代服务业、高原特色行业以及科技

能源等方面。

载体功能不断优化

走进西藏自治区创业孵化示范基

地，径直到三楼，只见在写着“共创空间

A 区”等字样的区域，百余台电脑整齐地

摆放在每个工位上。四楼是独立的隔间

办公室，已入驻企业的员工们在各自忙

碌着。

基地运营工作人员罗健明告诉记

者，西藏自治区创业孵化示范基地三楼

有 160 个工位，四楼有 20 间独立办公室，

五楼是独立的活动培训教室，可以开展

常态化培训。还有免费的茶水间、咖啡

厅、书吧、会议室、洽谈室等。

基地除了为入驻企业（项目）提供免

费经营场地、基本办公条件和后勤保障

服务外，还向企业提供创业培训指导、政

策和信息咨询及事务代理服务，并且提

供一系列、一整套服务，包括协助入驻企

业办理工商登记、税务登记和银行开户

等相关开业手续，对园区内的优质项目

提供项目推介、投融资洽谈等服务，此外

还协助企业落实税费减免、创业补贴、小

额担保贷款及贴息、创业培训补贴等扶

持政策，建立孵化企业跟踪服务档案，对

孵化企业动态实施管理。

专业服务全面开展

积极搭建“双创”综合平台，汇聚导

师、政策、人才、第三方专业机构等“双

创”全要素；

推 进“ 线 下 平 台 +线 上 平 台 ”双 驱

动，持续开展“活动、孵化、培训”，为创业

者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促进大学生迅

速转化成创业者，扶持小微企业发展，不

断孵化和培育优秀企业家；

建立三团一组导师团（专家导师团、

投资人导师团、匠人导师团及政策咨询

服务组）共 40 人，引进拉萨市中小企业

发展促进中心、玛雅国际教育咨询股份

有限公司等第三方服务机构 10 家，帮助

创业者解决实际运营中的问题；

……

基地的运营团队——西藏微迅智慧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扬“真心为创业者

服务”的精神，持续推进“双创”系列运营

工作，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

整合资源、健全落实政策，完善“双创”服

务、培育“双创”文化，树立成功典型。

基地相关负责人说：“西藏有非常好

的创业政策和创业平台，创业者可以享

受的资源和政策红利比较多。我们不断

完善示范基地场地、优化功能分区和创

业文化氛围，建立并投入运营展示中心、

一站式服务窗口、创客食堂、创客便利

店、快递超市等功能，就是要更好服务西

藏籍高校毕业生和高级人才，让他们能

够拎包入住，在一个很好的平台上有效

利用好西藏的政策，使他们的创业尽快

走向成功。”

基地运营成效显著

谭延理是西藏天天好生活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他带领团队在基地

里运营着一个生鲜蔬菜配送网络平台，

并与基地中的一家配送公司建立了业务

合作。目前，该公司通过与拉萨物业协

会及许多小区门店、超市的合作，已经把

生鲜产品和地区特产及时销售配送到众

多拉萨家庭用户手中。

像谭延理这样，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企业，在基地越来越多。

目前，已入驻基地的有西藏飞速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拉萨安乔家政服务有

限责任公司、西藏圣顶影业有限公司、拉

萨三世唐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西藏天

天好生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优秀创业

团队 44 家，引入区外项目怪兽充电、美

团支付、快服务 APP、遇见鲜花等 7 个项

目，其中大学生创业 46 家，返乡创业者

16 家，解决就业 1089 人，其中精准扶贫

293 人，解决西藏籍毕业生就业 415 人，

这些项目涉及文创、财税服务、现代服务

业、现代农业、食品加工、民族特产销售、

工艺品制作等多个领域。

基地还积极与区内各市地“双创”

单 位 及 机 构 展 开 交 流 互 动 ，在 运 营 模

式、资源导入、协同发展等方面展开沟

通和合作；在结合我区实际的前提下，

通过开展活动、对接专业导师帮助企业

建立互联网思维和创新理念，解决商业

计划书撰写、营销包装、商业模式梳理、

商务谈判、路演技巧、项目估值等方面

的实际困惑，为企业发展指引方向、保

驾护航。

梦 想 在 这 里 起 航
——西藏自治区创业孵化示范基地走笔

本报记者 孙文娟 张尚华

■导读
西藏自治区创业孵化示范基地，是目前我区人社系统规模最大的创业孵化基

地，建筑面积共有 8000多平方米，现已入驻 81家创业企业进行孵化。

基地汇聚了区内外创业资源、融合了全国各类孵化要素、强化了导师辅导与资

本化服务。

山南市

强化“六个坚持”推动就业创业工作取得新实效

无悔创业路 奋斗最幸福
——记日喀则市仁布县大学生创业者朗卓

本报记者 汪纯

“伟色农机维修站”诞生记
本报记者 张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