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人社函〔2024〕49 号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山东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关于印发《山东省创业街区建设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发展改革委、财政局、市场监管局：

现将《山东省创业街区建设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

实际，认真组织落实。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年 5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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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省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创业服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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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创业街区建设工作方案

“山东省创业街区”是指以产业特色显著、青年创业者集聚、

新业态消费场景丰富的街区为载体，通过搭建创业赋能中心，提

供“一站式”创业服务，形成创新创业活力蓬勃、带动就业成效明

显、经验可复制推广的创业引领区域。为打破原有封闭式的楼宇

创业、园区创业等传统模式，打造开放、多元、可持续的创业生

态新领域，根据《2024年山东省政府工作报告》《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推动公共就业服务下沉基层的意见》（人社部

发〔2024〕30 号）、《山东省就业和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

于印发<山东省“社区微业”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的通

知》（鲁就办〔2023〕13 号），就开展山东省创业街区建设工作制

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就业优先战略，依托现有资源，优

化业态布局，突出服务保障，鼓励各方参与，建设一批创业者集

中、资源集聚、服务集成的山东省创业街区，将其打造成全省促

进就业创业的新平台，展示创业服务成果的“金名片”，实现一区

多业、特色鲜明、生态良好、持续繁荣、多方受益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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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原则

1.坚持科学集约，合理定位。明确创业街区布局定位、个性

特色、业态规模和发展目标，统筹规划创业街区建设，提高创业

街区建设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不搞低水平、重复建设，做到

盘活存量、做优增量、释放空间、激发活力，将创业街区打造成

精品项目和民生品牌。

2.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既要全面谋划、注重长远，又

要量力而行、量力而为，还需精准施策、精准发力；可依托发展

改革、商务、文旅等职能部门认定的特色小镇、步行街、历史文

化街、旅游休闲街等特色街区，赋予创新创业要素，打造特色鲜

明、开放包容的创业新地标。

3.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政府发挥规划布局、政策支持、

优化环境、安全生产等方面的指导作用。注重政地联手互动，支

持社会力量参与，发挥创业街区运营机构、创业实体和社会组织

作用，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发力、共建共享格局，持续优

化创新创业环境。

（三）工作目标

2024—2025年，在全省范围内选取 20个左右创业街区作为

试点，探索创业街区建设典型经验；根据试点情况，总共建设 60

家左右山东省创业街区，形成街区管理完善、创业资源集聚、经

济业态丰富、拉动消费明显、彰显城市区域特质和创新精神的创

业街区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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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条件

（一）有稳定专业的运营机构。创业街区运营机构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无违法违纪行为和未了结的法律、经济纠纷，具有较

强的营销推广能力。管理制度和运营机制健全规范，具有专业的

数字化管理平台，为创业实体提供高效的信息化服务。设有场所

固定的创业赋能中心（可依托政府创立的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

工驿站等设立，也可单独设立），聚集就业、创业、人才、社保等

公共服务，配备至少 2名具有相应专业知识的专兼职工作人员，

为创业实体提供政策咨询、导师帮扶、培训赋能等“一站式”创业

服务。

（二）有丰富的经济业态或特色产业。创业街区经济发展环

境好，资源要素活跃，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新业态丰富，创业

活动多样，青年群体创业者集聚。各市结合当地人力资源优势，

打造以高校毕业生青年群体、返乡创业人员、退役军人等人群为

创业实体的特色街区；或立足“特色场景”打造，围绕当地特色产

业链条，培育引入服务产业链的上下游市场主体入驻，实现“补

链”“强链”，打造特色产业街区。

（三）有较强的吸纳带动就业能力。创业街区坚持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促进创新、创业、就业良性循环。设立一定

数量的创业见习岗位，招用有创业意向的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

参与创业准备活动，积累创业经验。街区内至少有 100家创业实

体，年度带动就业人数不少于 200人；定期举办创业赋能提升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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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年度开展针对创业实体的就业创业指导、创业沙龙、创业培

训等活动 10次以上；创业活跃度保持在 80%以上；促进创业带

动就业工作成效满意度不低于 90%。

（四）有精准的帮扶机制。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

发展改革等部门，健全帮扶机制，建立帮扶台账，定期跟踪走访，

对创业街区内创业实体精准把脉、精准施策、精准提升。创业实

体划分为品牌企业、成长型企业、初创企业等不同类型，提供贷

款融资、人才引进、人力资源等精细化服务。

（五）有显著的示范引领作用。创业街区对当地产业发展、

创新创业具有辐射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有效推动人才、资金、

资源充分汇集，构建创新创业发展新高地，形成“培育一个、影响

一片、带动一方”的良好局面；积极营造浓厚创业氛围，推动当地

更多群体参与创业；大胆探索、注重总结，形成一批可复制、可

推广的经验做法。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高度重

视山东省创业街区建设工作，争取将其纳入当地政府重点工作。

要加强组织领导、统筹规划和沟通协调，会同发展改革、财政、

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制定工作方案，细化工作程序，落实工作

责任。

（二）加大政策宣传。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大宣

传力度，创新宣传形式，注重典型选树，结合创业数字 IP形象“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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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创”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营造创业街区内“想创业、敢创

业、创成业”的浓厚氛围。

（三）强化支持保障。支持在创业街区组织开展就业创业服

务活动。对于基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承担的免费公共就业服务，

可根据工作量、专业性和成效等，给予一定的补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