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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经大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宣传
介绍，退役军人张某来到重庆三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大足支行申请办理 10万元创业担
保贷款，用于鱼塘养殖。

“这是针对退役军人、毕业大学生等特
殊群体的一款贷款产品。”重庆三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大足支行副行长李亚辉介绍，7
月初，该行与退役军人事务局签订了合作协
议，为退役军人提供创业担保贷款服务，帮
助他们解决创业资金困难的问题。

双方签订协议后，张某是第一个申请贷
款的退役军人。李亚辉透露，8月初，张某的
贷款就可办理下来。

用贷款实现创业梦的还有 28岁的退役
军人覃凡。覃凡于2017年退役回乡，去年他
萌生了在通桥街道创业的想法。

“双桥经开区有 3所大学，学生多，我想
开个剧本杀店。”取得家人的支持后，覃凡就
忙了起来。

然而，在装修过程中，覃凡发现，起初的
预算远远不够。就在他一筹莫展之时，战友
告诉他，退役军人贷款有补贴。于是，他联
系了当地政府，并向退役军人事务局咨询了
解，仅用 1个月就在农商行申请到了 20万元
贷款。

拿到贷款后，覃凡的“沉浸式剧本杀”店
顺利开业。在双桥经开区，覃凡的店是唯一
一家剧本杀店，开业后，生意一直不错。

为了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大足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积极落实创业贷款扶持政策，
仅 2022年，就有 27名退役军人享受创业担
保贷款597万元，897家退役军人创办企业减
免税收2318万元，助力退役军人干事创业乘
风破浪。

退役不褪色
岗位当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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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即就业、就业即稳岗，是许多军人退役后最大的心愿。近年来，大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始终积极探索扶持退役军人就
业创业的新模式、新路子，通过推动政策落地、技能培训、创业担保贷款等多种举措，打好“组合拳”，帮助广大退役军人“转好
身”“立好业”。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本报聚焦大足精准服务、助力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创业工作。

聚焦需求 增强退役军人综合能力
7月 28日早上 8时 30分，海棠香国职业培

训学校里，学员陈海峰早早地来到教室作准
备，他将在这里接受为期一个月的电商运营课
程培训。

陈海峰是一名老兵，2009年入伍，去年从部
队退役。退役后，他想充实自己，学习技能，更快
地适应社会，找到合适、满意的工作。通过大足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政策宣传，并结合自身兴
趣，他申请到了这次职业培训的机会。

作为重庆市退役军人职业技能承训学校，海
棠香国职业学校每年都会与大足区退役军人事
务局对接，结合社会用工需求与学员诉求，针对
性地提供优质师资和技能培训，接收有意愿的退
役军人，开设专门的班级，进行市场适应性培训、
技能培训及个性化培训。学成后，该校还将提供
就业咨询和岗位推荐，帮助更多退役军人实现退
役能就业、就业能稳定的心愿。

老兵紧跟时代，“00后”的退役军人谢君博也
不甘落后。谢君博是大专学历，读书期间，他入

伍成为了一名军人，2021年退役回来后，继续完
成了专科学业。今年上半年，他通过大足区退役
军人事务局了解到退役军人专升本的相关政策
后，决定继续学习，提升自己。

经过精心准备，谢君博顺利通过了面试，今年
9月，他将迈入自己心仪的本科大学。他说，在今
后的学习生活中，将继续发扬军人吃苦耐劳的精
神，刻苦学习，奋勇当先。

为了提升退役军人的社会竞争力，大足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积极统筹适应性培训、职业技能培
训、创业培训指导、学历教育四个模块。目前，大
足区有退役军人承训机构 10家，涵盖工种 34
个。对近年来符合培训条件且有意愿的退役军
人，大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均组织了职业技能培
训，并根据就业意愿和培训专业推荐适合的就业
岗位。同时，该局主动与教育部门沟通对接，积
极引导退役军人报名参加高职扩招、专升本、成
人高等教育、退役复学等学历提升行动，3580名
退役军人获得学历提升。

多措开源 助力退役军人稳定就业
7月 25日上午 8时许，34岁的王

栋早早来到国梁镇市政办，整理办公
室内务，梳理当天的工作安排。

王栋是国梁镇人，2006年参军入
伍到了西藏。5年后，因公负伤离开
了部队。回乡后，因为左手残疾，除
了帮忙照看家里的副食店，他一直没
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结婚、生子，到如今两个孩子上
小学，日子在悄然溜走，王栋渴望就
业，有一份工作的想法从未消失。

去年 4月，国梁镇退役军人服务
站了解到王栋的想法后，立即与当地
政府以及退役军人事务局沟通协调。

根据相关的帮扶政策，当地政府
开发岗位，王栋于去年 8月入职成为
国梁镇的市政协管。

“现在，我每个月有抚恤金，协管
也有一份收入，还能照顾年迈的母
亲，我很感恩。”王栋对未来的生活充
满了信心。

4年来，像王栋这样，通过帮扶实
现再就业的退役士兵有54人，利用公
益岗位过渡性安置的退役军人有106
人。而这只是大足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多措开源助力退役军人稳定就业
的其中一点。

7月 25日下午 3时 30分，铁山镇
建角村，大安农业园区的零抗水产有
限公司内，25岁的钟虎城正忙着和同
事一起给基围虾喂食。因为工作出
色，在这里实习不到两个月的他即将
转正。转正后，除了4000元的基本工
资，还有绩效，钟虎城干劲十足。

该公司总经理邓彻透露，今年 4
月，他们向园区提出了招聘技术人员
的想法。开出的条件除了年轻、有一
点文化基础外，还希望找一个能吃
苦、安心学技术的人。

基于这些因素，园区想到了大足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招聘信息一发
布，踏实肯干的钟虎城就来了。

“退役军人执行力强，能吃苦，干
事认真。”邓彻表示，加上钟虎城，公
司现有 3名技术员，未来，他们希望，
再招几名像钟虎城一样优质的退役
军人。

结合退役军人特长和就业意向，
与企业建立就业直通平台，钟虎城和
零抗水产有限公司实现“双向奔

赴”。4年来，大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与 20余家大型民营企业建立就业直
通平台，落实常态化岗位供给机制，
累计输送退役军人240余人。

大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就业创业
科科长袁显飞介绍，助力退役军人稳
定就业，必须紧盯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台账、企业用工需求台账，精准掌握退
役军人就业意向和企业用工需求，不
断提高岗位适应度。4年来，大足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通过面对面送岗、线连
线转岗、点对点稳岗等多种举措，帮助
近千名退役军人成功就业。

创新驱动 激发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活力

这两天，位于大足工业园区的重庆摩川
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正在为巴南区一个客户
的“数控上下料搬运项目”赶工。

“上周已经交了一部分，预计8月中旬，
这 100多万元的订单我们就能全部完成。”
该公司负责人、退役军人段云华透露，到目
前为止，今年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去年全
年。

段云华是珠溪镇人，2002年入伍，2007
年退役回乡后一直在广东从事智能设备相
关的工作。

2018年，积累了一定经验的段云华萌
生了回乡创业的想法：“大足有五金产业、摩
配产业，产业上有优势，但智能制造方面的

企业不多，我可以回去试试。”
2019年，段云华在龙水创办了摩川智

能装备有限公司。该公司主要为客户提供
工业机器人自动化、智能化的系统集成整体
方案以及机器人的维修保养服务，产品以焊
接机器人、搬运机器人等为主，销售主要面
向西南地区。

过去几年来，段云华凭借军人特有的坚
持和干劲，带领企业蓬勃发展，产品销量每
年以 40%-50%的速度递增的同时，还拥有
了11项实用新型专利和1个软件著作权。

去年，大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了解到段
云华的情况后，向他发出了参加全市退役军
人创业创新大赛的邀请。

“我的表达能力不行，专业知识也不是
很丰富……”起初，段云华对参赛完全没有
底气。

专家指导、锻炼口头表达……经过大足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的一系列培训，最
终，段云华带着参赛项目——空地一体化智
慧巡检中心项目，一路过关斩将，在决赛中
荣获新兴产业赛道三等奖。

通过此次比赛，段云华受益匪浅。他
说，参加退役军人创业大赛，大大提升了他
的综合能力，学到了很多金融方面的知识，
公司的“朋友圈”也扩大了。

积极组织退役军人参加创业大赛，以赛
促发展是大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更新服务
理念的一个缩影。2022年，该局通过广泛
征集、实地调研、靠前对接等方式，挖掘了石
话石说、佛手产业、胡橙印象等一批具有大
足特色的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项目，提供“一
对一”的专家指导，收获了参赛以来的历史
最好成绩。

其实，除了更新服务理念，过去几年来，
大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在就业服务、供需对
接等方面积极创新探索。该局充分发挥“两
站一中心”覆盖全域的优势，利用官方微信
公众号等新媒体，隔“空”送政策、送岗位，打
通就业信息“堵点”。此外，大足区退役军人
事务局还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推出了“直播
带岗+线下招聘”相结合的退役军人专场招
聘模式。4年来，举办线下专场招聘会5场、
网络招聘会 10场、“直播带岗”招聘会 2场，
参与企业150余家，提供就业岗位2万余个，
引导就业1400余人。

贷款扶持
推动退役军人干事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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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云华（左一）与设计人员讨论业务。

钟虎城正在察看基围虾长势。

覃凡在店里整理剧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