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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青年为成都市科技创新注
入了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青年是创新创
业的主力军。目前，成都市高新技术企业
数量不断增长，创业板上市企业数量居全
国第6位，城市创新指数排名第29位。

7月18日，成都大运会城市宣传系
列新闻发布会“青春大运”专场举行，共
青团成都市委副书记刘俊介绍了成都
青年创新创业工作的相关情况。

着力解决创业青年四大难题

刘俊介绍，成都市通过“多部门联
动、多载体协同、多场景供给、多政策集
成”，整合社会资源，助力怀揣创业梦想
的青年逐梦成都、扎根成都。

具体措施包括：在解决青年创业
“落地难”方面，聚焦青年创业落地孵
化，打造青年创新创业“一站式”服务平
台，统筹成都市各类创业园、孵化器、创
业苗圃等资源，为在蓉青年创业项目落
地孵化申请提供“一键式”服务接口。
截至目前，已累计上线800家孵化场
所，为8842个青年创业项目提供孵化
入驻服务。

在解决青年创业“融资难”方面，聚
焦金融服务升级，围绕不同层次青年创
业项目金融服务需要，打造涵盖“无偿
资助+无息借款+债权服务+股权支持”
的创业全周期金融帮扶体系。实施“青
创计划”，对符合条件的青年创业项目
提供最长3年、最高10万元的无息借
款。联合成都市金融监管局、成都市再
担保公司，推出“蓉易贷·蓉青贷”青年
创业专项普惠信贷产品，解决创业青年
在自主创业的成长初期、利润低、资产
轻的贷款困境和小微企业在扩大生产
经营过程中流动资金不足问题。

在解决青年创业“成长难”方面，聚
焦青年创业导师智库，选聘102名导

师，开展巡诊、问诊、赛前培训等服务活
动，帮助创业青年解决具体问题。围绕
创业通识课程、企业成长课程、实战经
验分享等三大类别，录制符合成都实
情、精简实用的创业课程60门，实现

“线上学习+线下辅导”、学以致用的有
效结合。

在解决青年创业“组队难”方面，聚
焦青年创业组队需求，创业者可在对接
平台上发布项目合伙需求，通过平台集
中发出合作邀约，为青年创新创业项目
和合伙人牵线搭桥。同时，线下参与资
源对接、项目路演、产业应用场景体验
等，优化创业要素资源配置，助推创新
创业升级。

成立成都创业青年联盟

“下一步，成都将以举办大运会为
契机，深入贯彻《全国青年发展型城市
建设试点的意见》和全省青年发展型省
份建设动员部署会议精神，高质量建设

青年发展型城市，不断提升城市对青年
科技人才的吸引力，真正做到让城市对
青年更友好，让青年在城市更有为。”刘
俊说。

刘俊介绍，今年，成都将开展2023
年成都创业青年加速训练营，成立成都
创业青年联盟，打造创业青年成长社
群，更好地为创业青年开展精准化服
务，推动青年创业人才和重点产业双向
奔赴；开展2023年青创导师星级评选
暨2024年青创导师聘任，切实发挥导
师的教育引导和指导帮扶作用，帮助青
年创业项目获得政策扶持，强化创业意
识、提升双创能力。

同时，继续开展青创计划，为更多
的初创青年提供资金支持；加大“蓉青
贷”推广力度，切实缓解创业青年“融资
难、门槛高、审批严”问题；持续开展导
师辅导、项目路演、资源对接等各类青
创活动，帮助创业青年成长发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杰

“让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成都
与青年共成长。”在 7 月 18 日举行的成
都大运会城市宣传系列新闻发布会“青
春大运”专场上，成都市委组织部部务
委员、市委人才办专职副主任阳夷说，
截至目前，成都人才总量达 622.32 万
人、居全国第4位。

突出平台构筑
以城市机遇成就青年人才

“成都市在全国率先推出‘先落户后
就业’‘先安居后就业’，吸引落户青年人
才近70万人。”阳夷说，青年创新创业就
业筑梦工程实施以来，成都支持用人主
体设立“两站一基地”，针对博士后、博士
和硕士人才量身定制专项政策，完善科
研项目“揭榜挂帅”“赛马”制度。实施

“蓉漂计划”“蓉城英才计划”“产业建圈
强链人才计划”，给予个人最高300万
元、团队最高1000万元资助，推出“人才
贷”“研发贷”“成果贷”科技金融组合产
品，累计发放贷款超79亿元，广大青年
人才创新创业底气更足、羽翼更丰满。

成都市锻造战略科技“国家队”，推
动12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在蓉集聚，4个
方向天府实验室实体化运营，4个国家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加快建设，145个国
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建成布局，努力造就
科技创新策源之地。

同时，打造创新创业“强磁场”，实
施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培养1.16万
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2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推动36家人才企业顺
利上市，成都跻身全国“双创”第四城，
为广大青年人才筑业兴业提供丰富场
景。扩展校院企地“朋友圈”，构建校院
企地人才发展共同体，联动首批107家
成员单位开展人才共引、政策叠加、项
目衔接、平台共建和服务共享，与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等21家高
校院所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规划建设10
个环高校知识经济圈，推动实现“聚四
海之智、借八方之力”。

抓住机遇和契机
让青年人才与成都双向奔赴

阳夷介绍，着眼招才引智，成都开
展“蓉漂人才荟”，赴伦敦、东京、北上广
等海内外重点城市举办近1000场次招
才引智活动，签约超20万人，搭建“蓉
漂杯”赛事平台，累计吸引1453个项
目，落地项目投资额达73.95亿元。

着眼育才提能，成都创设“蓉漂人
才发展学院”，培养跨界融合、面向未来
的复合型人才，链接“首尔大学职业发
展中心”“混沌大学”等25家优质培训
机构资源，累计培训近50万人次。

着眼拴心留才，成都布局“蓉漂青
年人才驿站”，为应届毕业生求职提供
短期免费住宿，累计接待超8万名青年
大学生入住。

同时，成都秉持“数智赋能”，高质
量建设智慧人才服务平台，大家通过微
信小程序搜索使用“成都智慧人才”，最
多只需回答7个问题，便可获取“掌上可
及”的人才政策和兑现路径，切实推动
从“人才找政策”向“政策找人才”转变。

秉持“宜居宜人”，成都高标准实施人
才安居工程，构建“租售补”一体的人才安
居服务体系，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人才
购买人才公寓可享受政策面积8.5折优
惠，着力实现“蓉漂之后，再无漂泊”。

“未来，成都市将抢抓大运会举办
历史机遇和关键契机，依托城市对外开
放和青年人才交流交往重要窗口，让广
大青年人才与成都双向奔赴、共创未
来。”阳夷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赖芳杰

成都市在全国率先推出“先落户后就业”“先安居后就业”

已吸引落户青年人才近70万人

位于成都市天府新区的全租赁小区天府青年国际社区（桐堂·万安店），年轻人
咨询租住相关情况（5月19日摄）。 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着力解决青年创业“落地难”“融资难”“成长难”“组队难”

青春大运助力青年逐梦成都
⊙点位：成都高新区

为“双创”大学生最高提供
100万元创业空间补贴

数据显示，成都高新区逾75万的
“双创”人才中，35岁以下青年人才占
比90%。在成都高新区加快建设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实践中，青年发挥
了主力军作用。

如何服务青年人才创新创业？7
月18日，在成都大运会城市宣传系列
新闻发布会“青春大运”专场上，成都
高新区党群工作部常务副部长张古哈
介绍了相关举措。

张古哈介绍，成都高新区全方位
服务双创主体，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提
供最高3年免费入驻和100万元创业
空间补贴，降低大学生创新创业门槛；
完善“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产
业园”科技创业孵化载体体系，给予高
质量、专业化创业空间最高1500万元
政策支持。

优化青年就业格局，全力促进就
业。为企业提供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资金和社保补贴资金，减轻企业人力
成本；大力实施大学生就业创业促进
计划，开发科研助理岗位，截至目前已
提供科研助理岗位1100余个；结合企
业需求，与电子科大、川大等高校联合
培养“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大力推
行“招工即招生、入企即入校、企校双
师”的“企业新型学徒制”模式，提升青
年职业技能；围绕“就业援助月”“春风
行动”“校园招聘”等开展招聘活动，实
现企业精准引才，青年轻松就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杰

⊙点位：天府新区

成为“蓉漂首选地”
天府新区吸引

落户青年人才18.6万余人

为每一个有梦想的年轻人搭建施
展才华的舞台，天府新区何以成为创
新创业的“圆梦之地”？7月18日，在
成都大运会城市宣传系列新闻发布会

“青春大运”专场上，四川天府新区科
创和人才局局长石建介绍，截至目前，
天府新区已吸引落户青年人才18.6万
余人，户籍人口年龄中位数约34岁，
成为青年才俊向往的城市新区。

石建介绍，当前，天府新区已系统
落位成渝（兴隆湖）综合性科学中心、
西部（成都）科学城、国家实验室等重
大战略任务，布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建设6个，积极培育现代产业体系，形
成3个千亿级和11个百亿级产业集
群，集聚新经济企业2万余家，为青年
人才追求梦想提供广阔的事业前景。

同时，设立10亿元人才发展专项
资金，全力支持高层次人才和团队引
进培育，人才政策已由“1.0 版”“2.0
版”升级至“3.0版”，让更多的优秀人
才能够享受新区的政策福利。截至目
前，共有4555名人才和65个团队（项
目）享受政策支持，兑付资金约3.5亿
元，高层次人才从2014年的1名增长
至目前的856名，“蓉漂首选地”成为
了天府新区亮丽新名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