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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开展“源来好创业”资源对接服务季活动

本报讯（长城网·冀云客户端记者刘澜
澜）近日，河北印发《河北省2025年“源来

好创业”资源对接服务季活动方案》，于

2025年7月至9月在全省组织开展2025

年“源来好创业”资源对接服务季活动，活

动主题为“搭建对接平台 携手助你创业”。

本次活动的服务对象为有创业意愿的

青年创业者，特别是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留

学回国人员、科研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群

体；返乡入乡创业人员，特别是外出人才返

乡、城市人才下乡创业人员；有创业资源对

接需求的创业项目、创业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特别是围绕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产业发

展、利用技能创业、满足民生需求等方面的

种子期和初创期创业项目。

本次活动旨在搭建资源集聚平台、拓

展供需对接渠道、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引导

支持更多劳动者投身创新创业。

活动包括8项主要内容：

整合提供创业信息对接。丰富拓展创

业资源信息，根据需求动态调整更新，通过

入户走访、集中发布、系统推送等方式，主动

向服务对象提供“四清单两名录”。重点发

布创业载体空余场地、设施设备、政策服务

等场地信息清单，一次性创业补贴、税费减

免、社保补贴等政策信息清单，创业担保贷

款、稳岗扩岗专项贷款、特色金融产品等融

资信息清单，创业培训课程计划、培训师资、

培训对象等培训信息清单，创业导师擅长领

域、研究专业、指导方向等创业导师名录，人

力资源招聘计划和活动安排等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名录，方便创业者自主选择对接。

深入组织创业场地对接。集中开展创

业孵化基地、返乡创业园等创业载体开放

观摩活动，组织创业者现场观摩体验，了解

创业载体环境、服务和政策，帮助服务对象

快速对接入驻适合的创业载体。发挥创业

载体集聚场地、资金、技术、人才、市场、产

品、服务等资源优势，围绕当地产业链条、

产业园区，紧盯链主企业、龙头企业，支持

劳动者在产品和服务配套供应等方面从事

创业。

加大创业政策宣讲解读力度。通过门

户网站、微信公众号、手机短信等多种渠

道，主动向符合条件的服务对象推送申请

条件、办理流程。推进高效办成个人创业

“一件事”，加强对已享受创业政策服务对

象的跟踪服务，综合提供政策、培训、指导、

孵化等全链条创业服务。强化对创业失败

人员提供必要的帮扶力度，帮助他们重树

信心、二次创业，更好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

创造活力。

广泛开展创业融资对接。根据不同模

式创业项目的需求和特点，动员更多金融

和投资机构参与，组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的“政企银担”交流系列活动，扩大投融资

对接服务渠道。遴选一批有前景、带动就

业多的创业项目，积极向金融和投资机构

推介，争取融资支持。探索完善“创业担保

贷款+”组合贷款服务，对创业担保贷款审

核通过的合并办理“人社惠企贷”等其他贷

款业务，进一步提升贷款融资便利度。

延伸实施创业培训对接。将创业培训

前伸后延至创业全过程，丰富“马兰花”创

业培训课程，组织适合不同创业阶段的创

业培训，推广直播版网络创业培训课程。

发挥劳务品牌特色优势，通过“劳务品牌+

技能培训+创业培训”的形式，引导劳动者

利用所学技能实现创业。积极培育乡村创

业新青年，立足乡村资源禀赋、传统特色，

丰富创意农业、特色文化旅游、生态康养等

差异化培训项目。

分类促进创业导师对接。用好创业导

师团队，重点发挥创业指导师队伍作用，根

据创业项目的创意期、种子期、孵化期、加

速期、成熟期等不同状态，分类组织擅长不

同领域的创业导师，开展进基地（园区）、进

校园、进社区、进乡村等系列基层行活动。

通过巡回指导、远程指导、驻点联系、跟踪

陪跑等多种方式，为服务对象提供突破创

业瓶颈的解决方案。支持创业导师与返乡

入乡创业项目建立长期稳定帮扶机制，引

导帮带外出人才返乡、城市人才下乡创业。

密集举办人力资源对接。依托公共就

业创业服务机构、零工市场、基层就业站点

等，更多组织开展小而美、小而精的定制式

现场招聘活动，因地制宜开展灵活就业对

接洽谈特色活动。加密线上线下招聘活动

频次，为各类初创企业、返乡入乡创业项目

提供人力资源支撑和招才引智服务，支持

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创业项目发

布。积极运用线上载体开展直播带岗、视

频双选等云招聘服务，为创业企业和劳动

者招聘求职提供更多双向选择机会。

积极推广“人社惠农贷”“人社惠企
贷”。加强与当地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分支

机构联动，通过新闻媒体、门户网站、微博、

微信、网点、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等渠道大力

宣传推广“人社惠农贷”“人社惠企贷”金融

服务项目。加强业务人员的培训和指导，

提升社保信息部门间协同效率，做好社保

信息脱敏查询工作，协助经办银行为符合

条件的农村居民和助农小微企业及稳岗扩

岗企业等申请主体提供更高效、更便捷的

金融服务。

积极推广
“人社惠农贷”“人社惠企贷”

太行山深处，天刚蒙蒙亮，石家庄市井陉

县测鱼派出所所长王健已驱车行驶在蜿蜒的

山路上。他的目的地是海拔近700米的石门

村，巡逻的同时，向村民们进行普法宣传。

“很多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现在村里

大多数是留守老人，我们常来这里巡逻，给

老人们进行普法宣传，另外摸排一下村民的

‘急难愁盼’。”王健对记者说。

2018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毕业的王

健投身警营，在经侦战线书写传奇。他牵头

侦办的“6·22”案件打响了全国打击骗取留

抵退税第一枪，为国家追回税款损失4500

余万元；连续4年代表河北公安机关参加全

国经侦系统“论剑”比武练兵，荣获全国二等

奖1次、三等奖3次，更以小组第1名的成绩

成功进入全国经侦大比武总决赛（全国前

10名），创下河北公安机关历史最好成绩。

然而，2023年9月的一纸调令，让这位“经侦

尖兵”的人生轨迹转向深山——担任井陉县

公安局测鱼派出所所长。

面对176平方公里散落着19个行政村

的辖区、平均出警时间长的现实，王健坦言：

“最初看着连绵群山，心里直打鼓。”

“这里没有惊天大案，只有散落在176

平方公里山区的众多父老乡亲。乡亲们的

矛盾都是家长里短——宅基地多占一尺、老

榆树遮了庄稼……”虽然如此，王健觉得破

大案是守护国家利益，调纠纷同样是守护百

姓平安。

如何做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

务不缺位”，成了他的当头大事。刚上任一

个月，王健就带领着以“90后”为主的同事

们走遍所有村落，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

山区矛盾的特点，以及各村民情。

“测鱼镇村民居住比较分散，最远的村

子离我们派出所差不多20公里，针对山区

地域面积广、东西跨度大、出警时间长、警力

有限等现实问题，我们建起‘一区一警、一片

一辅、一村一群防力量’的农村警务模式，把

涵盖19个行政村、由38名治安积极分子组

成的义警队伍，变成了我们的‘千里眼’‘顺

风耳’。”王健说。

今年4月，测鱼村两户村民因建房纠纷

剑拔弩张，村治保会第一时间介入，民警进

行指导，最终以经济补偿达成和解。“义警就

在村里生活，熟悉乡情，能在民警到达前稳

控局面。民警辅警和义警一起给当事双方

做工作，发挥各自所长，调解起来更为高

效。”王健向记者介绍。

更令人称道的是他编纂的“一册一

书”——《农村常见矛盾纠纷案例解答》和

《农村常见矛盾纠纷处理法律依据》。册子

中14类纠纷案例均来自真实调解，书中的

30类法律条文经高校专家逐字打磨。石门

村治保会委员康建军感慨：“过去调解靠经

验，现在有法可依，村民们都是心服口服。”

而引入的“爱尚法”大数据法律援助平台，让

深山群众通过手机就能连线法学专家，悄然

改变着“遇事找关系”的旧俗。

“王所长，我家的证件办好了吗？”“放心

吧李婶，下午就给您送过去！”这样的对话，

在测鱼镇早已不是新鲜事。针对山区交通

不便，测鱼派出所户籍窗口在推出“户籍+”

业务的基础上，想方设法解决山区群众交通

不便的现实困难，先后推出“上门办”“邮寄

办”和“寄存办”等业务模式，深受群众好

评。“我们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辖区群众办

实事、办好事。”王健说。

第21届全国青年岗位能手、2024年度

“感动省城”十大人物、2025年度新时代青

年先锋奖……面对荣誉，这位身材魁梧却心

细如发的所长望向车窗外的群山说：“比起

奖章，我更愿做太行深山里的一棵树，把根

扎进泥土，守护这里的安宁。”

夕阳余晖中，警车再次启动，载着王健

和他的“90后”同事们驶向下一个村落。他

们的身影与苍翠山峦融为一体，绘就成新时

代“枫桥经验”最生动的青春画卷。

王健：太行深处的“暖心所长”
□长城网·冀云客户端记者 张超 康义涵

感恩奋进感恩奋进 双争有我双争有我

本报讯（长城网·冀云客户端记者段美
嘉 通讯员赵振铎）在石家庄高新区石炼第

一生活小区主路与广场沿线，7处崭新的交

通安全宣传栏形成覆盖网，从出入口到居民

常去的活动区，让安全知识触手可及；针对

未成年人群体，辖区两所幼儿园和小学门口

新设置3处专属海报栏，用卡通漫画解读交

通规则，让家长在接送孩子的碎片化时间

里，同步接受生动的安全教育。

为破解老旧小区交通安全宣教形式单

一、时效有限的问题，近日，石家庄市公安局

交通管理局高新区交警大队联合石炼街道

办事处、社区居委会，创新优化宣传栏与标

识牌功能，打造具备持续沟通能力的安全宣

教体系，让交通安全教育融入居民日常，实

现从“一时提醒”到“时时浸润”的转变。

高新区交警大队民警秦兴军表示，这些

宣传栏打破传统说教模式，以直观图解代替

枯燥条文，吸引居民主动驻足了解，使交通

安全理念在潜移默化中融入日常出行习惯。

为让安全提示时刻在线，针对老旧标识

“看不清、作用弱”的问题，工作人员对3处模

糊的“限速5公里”标识采用反光材料升级，

夜间亮度提升3倍，确保司机随时清晰接收

提示；小区出入口新增的“减速让行”标牌搭

配地面震荡线，通过视觉与触觉双重提醒，强

化司机安全意识；“骑电动车温馨提示”牌上

“我们热爱高新区，更热爱遵规守法的您”的

趣味标语，用轻松语气引导骑行者规范行为；

出入口安装的感应小喇叭，会及时提醒电动

自行车驾乘人员戴好头盔、不逆行、不闯红

灯；门口上方“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的标

语，用温情话语持续传递安全理念。

据介绍，此次升级不仅是设施的更新，

更是将交通安全教育嵌入居民生活场景，通

过细节设计让安全意识扎根人心，推动居民

从“被动遵守”转向“主动践行”，真正实现安

全教育的长效化、日常化。

石家庄高新区交警大队：

让社区交通安全教育“会说话”

在沧州市区维明路

上，一家寻常面馆的玻璃

上贴着一张海报，上面写

有“生活不易 人间有爱”

“免费吃饭”等字样。那

些遇到困境不好意思开

口求助的人，只需用一句

心照不宣的“暗号”——

A套餐，就能免费吃上一

碗面条。

一份面加一个鸡蛋，

成本不高，对于店主来

说，可能是举手之劳，但

对于那些“特殊客人”，却

能填饱肚子。

“A 套餐”之所以打

动人心，还在于“暗号点

餐”的方式。在外漂泊，

每个人都可能遭遇困境，

难免囊中羞涩，想开口求

助，许多人又往往拉不下

脸，过不了心里那道坎。

这份名为“A 套餐”的温

暖约定，就像一座守护尊

严的桥梁，不仅仅有对生

活不易的理解，更饱含着

一种尊重，驱散了窘迫、

自卑。用店主的话来说，

“能避免尴尬。”

而这份理解和尊重

有着将心比心的考量。

店主说：“因为自己是一

路打拼过来的，懂得创业

的艰辛，所以在自己有能

力时总想尽己所能帮别

人一把。”

据店主回忆，面馆开

业第一天，就在门脸上贴

了这张海报。他想尽自

己的绵薄之力，需要帮助

的人伸出援手。他在心

里默默期盼：那些曾接受

这份暖意的人，若日后有

了能力，能把善意像接力

棒一样，传给身边需要帮

助的人。他说，只要店面

开着，会一直将此事做下去。

与简单施舍不同，这种“我懂你的难”，

没有居高临下的俯视，只有推己及人的体

谅，更有悄然生长的善意。也许有人会问，

无需解释，无需证明，不担心有人蹭吃蹭喝

吗？实践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一年来，只有5位陌生人到店里点了

“A套餐”。相反，这家面馆免费为需要帮

助的人提供“A 套餐”的事被发到网上

后，引来众多市民关注和点赞，沧县旧州

镇的 4 名男子专程开车来到店里吃面。

他们说，来店里吃碗面，为店主的爱心之

举出一份力。有人在网上留言表示，为

好心店主点赞，愿意去店里做义工。这

份朴素的“力所能及”，正在形成一种无

声的示范，善意的种子在更多人心中生

了根、发了芽。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有时会因“自带优越感”变得冷漠而

疏离，而“A套餐”就像一扇希望之门，让人

体会到善意与尊严同行的美好，更升腾起

共建和谐社会的烟火气。

友善不分先后。事实上，类似“暗号”

在全国多地的餐饮店都有出现，也都指向

一个主题——如果你有困难，可以免费吃

饭。这些店主大多自己“淋过雨”，也都被

人“留过饭”，感受过温暖，所以懂得他人

的难处，更愿意替别人撑把伞。一顿顿热

饭，一份份爱心，为困境中的人送去体面、

点亮希望，也汇聚成一股股暖流，传递着

人性中的善良与关爱。

“我希望有更多人能做暖心的事，来

帮助更多人。”带着店主的期待出发，让善

意与尊严的光芒照亮大街小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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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对接平台 携手助你创业

7月17日，在石家庄市艺术

体操后备人才基地，小运动员们

正在进行训练。

暑假期间，孩子们参加丰富

多彩的活动，乐享假期生活。

新华社发（陈其保 摄）

乐享缤纷暑假

活动包括8项主要内容

整合提供创业信息对接

深入组织创业场地对接

加大创业政策宣讲解读力度

广泛开展创业融资对接

延伸实施创业培训对接

分类促进创业导师对接

密集举办人力资源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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