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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PREFACE

党的十八大以来，吉林省人社系统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把握机遇，乘势而上，大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地讲

出人社好故事，唱响人社好声音，传播了人社领域温暖人心的正能

量，激发了全省人社系统干部职工不畏困难、敢为人先、甘于奉献、

为民谋福的拼搏精神。

 人社工作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国家民生政策的落实，

吉林省作为全国第二批人社基层宣传平台试点，向街道、社区、乡

村等基层一线延伸宣传触角，着力打通人社政策促发展、惠民生的

最后一公里，奋战在基层的广大人社宣传通讯员肩上的担子很重。

为了使全省人社系统从事宣传工作的同志能方便学习各类法律

法规及相关政策，快速地掌握宣传稿件的撰写方法，及时、准确地

宣传报道人社工作动态，解答群众的疑惑，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宣传中心通过对基层宣传工作的调研和对宣传通讯员实际工作

的了解，组织专业人员编写了这本《人社宣传工作实用手册》。本

书精准、详细地对吉林省近年来百姓关注的热点政策进行解析，对

人社新闻宣传工作应具备的素质和应掌握的方法技巧进行讲解，对

实际工作中常遇到的典型案例进行剖析，可以说是人社新闻宣传工

作必备的一本工具书和培训教材。

希望此书能够成为广大热爱和从事宣传工作的同志们的良师益

友，亦希望各级人社部门和宣传通讯员能紧紧围绕人社工作重点，

挖掘人社工作亮点，坚持抓业务和抓宣传两手不放松，立足岗位、

开阔视野、不断创新，树立人社系统的大宣传意识，打造“吉林模

式”的人社宣传品牌，让宣传真正成为促进人社事业大发展的“助

推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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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业创业篇

( 一 )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优惠政策解答

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有哪些优惠政策？

基层就业就是到城乡基层工作。一般来讲，“基层”既包括广

大农村，也包括城市街道社区；既涵盖县级以下党政机关、企事业

单位，也包括社会团体、非公有制组织和中小企业；既包含单位就

业，也包括自主创业、自谋职业。

目前，国家实施的基层就业项目一共有四个：大学生志愿服务

西部计划、三支一扶（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计划、农村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

吉林省政府还规定：对到省内艰苦边远地区县以下基层单位从

事专业技术工作的高校毕业生，申报相应职称的，可不参加职称外

语考试或放宽外语成绩要求；对到省内各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

——·第一部分·——

政策解答篇

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2

作 实用
手册

SHIYONG
SHOUCE

人社宣传工
RENSHEXUANCHUANGONGZUO

非企业单位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所在地的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要

协助办理落户手续，在专业技术职称评定方面享受与国有企事业单

位同类人员同等待遇。

高校毕业生到中小微企业就业有哪些优惠政策？

高校毕业生到中小企业就业的，在专业技术职称评定、科研项

目经费申请、科研成果或荣誉称号申报等方面，享受与国有企事业

单位同类人员同等待遇。

到非公有制单位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的，

考录或招聘到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工作，其缴费年限可

合并计算为工龄。

中小微企业吸收高校毕业生可享受相关税收减免优惠，在 3 年

内按实际招用毕业生人数予以定额减税优惠，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

5 200 元。

中小微企业每吸纳 1 名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政府给予中小

企业一次性 3 000 元岗位培训补贴。

小微型企业新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

同并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给予 1 年的社会保险补贴。

招收高校毕业生达到一定数量的中小企业，地方财政可优先考

虑安排扶持中小企业发展资金，并优先提供技术改造贷款贴息；对

符合要求的中小企业，可按规定申请小额担保贷款，并享受财政贴

息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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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政策解答篇

高校毕业生参加就业见习可享受哪些优惠政策？

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是政府为缓解就业压力，积累高校毕业生

实际工作经验，提升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遴选就业见习单

位，推荐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在一定时间内（3 至 12 个月）到该单

位进行见习的制度。

毕业 3 年以内离校未就业并且在吉林省进行实名制登记的高校

毕业生均可申请参加就业见习。

毕业生见习期间的基本生活补助费由所在地政府财政部门从就

业专项资金中按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100% 支付；见习单位

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60% 支付见习补贴；并为见习生

办理意外伤害险。

高校毕业生参加技能培训可享受哪些优惠政策？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学年内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根据其取得职

业资格证书情况，按规定给予培训补贴。对高校毕业生在毕业学年

内通过初次职业技能鉴定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

的，按规定给予一次性职业技能鉴定补贴。对企业新招收毕业年度

高校毕业生，在 6 个月之内开展岗前培训的，按规定给予企业职业

培训补贴。

企业吸纳困难高校毕业生有哪些优惠政策？

企业吸纳困难高校毕业生（毕业 3 年以内，享受城乡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且连续失业 1 年以上高校毕业生、“零就业家庭”高校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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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或残疾高校毕业生），给予用人单位一次性岗位培训补贴和社

会保险补贴。

企业每吸纳 1 名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签订 3 年以上劳动合

同，工作满 1 年以上，并参加社会保险），给予用人企业一次性

5 000 元岗位培训补贴，所需资金从当地就业专项资金中支出。

企业每吸纳 1 名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签订 3 年以上劳动合

同，工作满 1 年以上，并参加社会保险），按照企业为困难高校毕

业生应缴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的 50%

给予补贴。根据劳动合同期限，社会保险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 3 年。

所需资金从当地就业专项资金中支出。

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可享受哪些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政策？

毕业 2 年以内的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的，除国家限制的行

业外，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之日起 3 年内免交登记类、管

理类和证照类行政事业性收费。

高校毕业生注册资本在 50 万元以下的公司制企业，允许注册

资本零首付，6 个月内注册资本到位 20%，其余部分 2 年内到位。

高校毕业生创业实体（除国家限制的行业外）自进入省级主管

部门认定的创业园（孵化基地）之日起 3 年内，免收登记类、证照

类和管理类等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高校毕业生创业实体进入创业孵化园（基地）进行孵化的，

在场所等有关费用方面给予适当资金补助。对创业实体场租费补贴

50%；水电费按实际缴纳金额补贴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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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政策解答篇

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可享受哪些社会保险优惠政策？

高校毕业生自谋职业或自主创业的，可比照灵活就业困难人员

享受不超过 3 年的社会保险补贴。

对高校毕业生创办的小微企业，3 年内可比照个体工商户缴纳

养老、失业保险费。

自主创业并参加社会保险的困难高校毕业生，按照其当年实际

缴纳社会保险费数额的 50％给予社会保险补贴，所需资金从当地

就业资金中支出。

对持《就业失业登记证》的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现灵活就

业，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给予最长不超过 2 年的社会保险

补贴。社会保险补贴标准按个人实际缴纳基本社会保险费的 50% 计

算，所需资金从就业专项资金中列支。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可向

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所属就业服务机构申请社会保险补贴。

高校毕业生回乡自主创业有哪些优惠政策？

高校毕业生毕业 2 年内回户籍所在县（市、区）自主创业（以

工商部门注册登记时间为准），正常经营 6 个月以上，依法缴纳并

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给予 3 000 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所创

办企业具有省级以上专利的，给予 1 万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

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可享受哪些优惠人事政策？

自主创业的高校毕业生，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考录或招聘

到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工作，其缴费年限可合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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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SHEXUANCHUANGONGZUO

为工龄。

自主创业的高校毕业生，在专业技术职称评定、科研项目经费

申请、科研成果或荣誉称号申报等方面，享受与国有企事业单位同

类人员同等待遇。

在洮南市，有这样一支年富力强的创业团队——“洮宝”创业团队，

他们怀揣梦想，在国家相关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唱出吉林大学生返乡创

业的好声音。年累计销售收入 1 016 万元，带动就业达 300 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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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政策解答篇

( 二 ) 农民工就业创业优惠政策解答

农民工返乡创业享受哪些税收优惠政策？

符合条件的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减

征企业所得税、免征增值税、营业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水利建设基金、文化事业建设费、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等税费减免政

策；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调整失业保险费率有关

问题的通知》规定，享受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执行《国务院关

于税收等优惠政策相关事项的通知》文件要求。

农民工返乡创业享受哪些补贴政策？

对返乡农民工等人员创办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符合农业补贴

政策支持条件的，可按规定同等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对农民工等

人员返乡创办的企业，招用就业困难人员、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的，

按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对符合就业困难人员条件，从事灵活就

业的，按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农民工返乡创业享受哪些担保贷款政策？

鼓励金融机构向符合贷款条件的返乡创业农民工等人员发放创

业担保贷款，优化贷款审批流程，逐步降低反担保门槛，贷款额度

上限统一调整为 10 万元；对吸纳符合贷款条件人员到达一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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