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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2022 年度返乡入乡创业基地建设行动实

施方案》的通知 

  吉人社发〔2022〕17号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梅河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现将《2022 年返乡入乡创业基地建设行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

实际抓好落实。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2 年 6 月 21日 

   2022 年度返乡入乡创业基地建设行动实施方案 

  返乡入乡创业基地是农民工、大学生、退役军人等人员返乡入乡创新创

业，带动农民就地就近转移就业的重要载体。按照吉林省“十四五”就业促进

规划的总体部署，为推动全省返乡入乡创业高质量发展，拟在全省范围开展

2022 年度返乡入乡创业基地建设行动，现制订实施方案如下： 

  一、总体思路 

  返乡入乡创业基地（以下简称基地）建设要坚持省、市、县三级基地协调

发展的总体思路。要坚持扶持和服务两手抓，充分发挥好资金撬动作用，突出
抓好服务功能提升。要把握助力乡村振兴、助力各级党委政府重点工作和助力

区域品牌特色发展的“三个助力 ”建设方向。 

  二、目标任务 

  建设一批区域特色明显、基础设施完备、服务功能齐全、承载创业带动就

业能力较强的省、市、县三级基地，带动创业，吸纳就业，促进农村产业兴旺

和农民增收致富。年内计划建设省、市、县三级返乡入乡创业基地 120 个（见

附件），形成三级基地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发挥基地就业帮扶作用，以基地

为载体建设就业帮扶车间。 



  三、实施步骤 

  （一）组织开展调研。6月底前，各级人社部门要深入基层了解返乡入乡

创业实际发展情况，通过线上问卷、交流座谈、实地踏查等方式，围绕基地建

设、培育库建设和扶持服务等方面难点堵点开展调研。坚持问题导向，梳理问

题清单、任务清单，制订基地建设实施方案。 

  （二）制定建设标准。6月底前，各市（州）可根据域内申报项目实际情

况，组织各县（市、区）参照 2021 年省市县基地建设指导标准，制定市、县两

级基地建设标准和认定条件，并下发文件组织实施。建设标准要把握“三个助
力”的建设方向，对带动脱贫人口创业就业较多或已命名的就业帮扶车间申报

项目，省级乡村振兴重点扶持县、边境村、空心村和肉牛养殖等申报项目，可

结合实际给予适当政策倾斜；重点支持一县一业、一乡一特、一村一品申报项

目，加大对区域特色品牌的培育和扶持力度。同等条件下，要优先支持在疫情

防控和保耕复产中受到表彰的申报项目。 

  （三）加大培育力度。实施省、市、县三级培育库建设是三级基地建设的

基础工程。各地要依托吉林就业信息管理系统，按照省市县三级培育库建设方

案（另行印发）开展本地培育库建设工作。培育库建设要坚持“广泛收入，逐

级推荐”的原则，市县可在本级基地建设标准基础上降低入库条件，对经审核

通过项目做到应收尽收；对经评审命名且符合上级入库条件的项目做到应推尽

推。要做好入库项目的培育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已入库项目，可择优命名，给
予资金扶持。 

  （四）开展“三送”服务。开展“三送”服务是基地建设的重点工作内

容。各级人社部门要把开展“三送”服务作为转职能、转作风、转方式的重要

举措。一要提高服务意识。通过用情用心用力的服务，不断提升基地建设水

平；二要明确目标任务。通过开展“三送”服务提升基地带动创业和吸纳就业

能力，把基地“扶上马”再“送一程”。三要理清工作思路。“三送”服务在

时间上要贯穿全年，内容上要结合需要，形式上要力求多样，对象上要涵盖本

级全部入库项目。四要力求务实推进。各地要认真调研归集项目单位在经营管

理、产品研发、品牌打造、包装推介、销售渠道等方面需求。根据共利共赢原

则，采取“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方法，政府嫁接院校、电商等
资源，市场粘合利益双方，社会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有针对性地开展

“三送”服务。五要保障措施到位。推荐上级培育项目由本级主要领导包保，

每季度走访一次，了解需求，开展服务；市县每半年组织一次创业人员培训，

交流创业经验，提升创业能力；要利用好“96885 吉人在线”等平台资源，结

合需求适时免费发布招聘信息；对同类创业项目每年组织农技工培训，市级不

少于 2次，县级原则上不少于 1次。 

  （五）发挥资金撬动作用。市县要扎实推进基地建设，通过有作为、有成

果的工作争取市县两级资金支持。要了解相关部门资金使用方向，多方位、多

渠道筹措资金。要把专项资金使用好、管理好，切实做到“三个优先、三个确

保”。“三个优先”即：优先支持“三个助力”方向的申报项目；优先支持处

于成长期、上升期、有潜力的申报项目；优先支持有示范性、代表性的农业和



涉农申报项目。“三个确保”即：确保专项资金到位率 100%；确保资金执行率

100%；确保省级专项资金不挪用、不挤占。2021 年市级基地补助资金发放与省

级基地同步进行。 

  （六）基地评审认定。各地要在 10月底前完成市县两级基地评审认定工

作。市县要严格按照相关文件要求，分阶段制订评审方案，明确目标任务、职
责分工、评审流程、评审办法，组织专家评审。对符合“三个助力”建设方向

的申报项目给予优先支持。要坚持择优命名、逐级推荐原则。2022 年市县两级

基地评审项目申请日为 2022 年 5 月 31 日，申报单位需提供 2021 年 6月 1 日至

2022 年 5月 31 日期间的相关材料。 

  四、保障措施 

  （一）提高思想站位。返乡入乡创业基地对解决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

业，缓解人口流失，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现农民增收致富发挥重

要作用。特别是在脱贫攻坚中，三级基地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背景下，三级基地建设将更具活力、更有价值。各级人社部门要自觉树

立推进基地建设就是推进乡村振兴，服务基地就是服务经济建设的思想意识。

要把高质量建设返乡入乡创业基地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抓紧抓

好。 

  （二）加强组织领导。各地人社部门要把基地建设行动纳入重要议事日

程，责任部门主要负责人要亲自谋划，专题研究，制定具体推进措施和任务清

单，明确责任分工，抓好工作落实。市县两级基地建设标准和培育库入库标准

于 6 月底前报省厅（省就业服务局）备案。 

  （三）实施目标考核。省厅将把基地建设情况纳入年度就业创业目标责任

考核。对各地基地建设的数量指标、质量指标（带动创业和吸纳就业情况）、

社会效益指标（带动脱贫人口创业就业情况）、经济效益指标（增收致富情

况）、资金到位和执行情况（含因素法下达资金）、服务基地和宣传报道等情

况进行考核。以上内容包括县（市、区）分解指标完成情况。 

  （四）加强宣传引导。年度内，各市（州）要选树 2个创业基地优秀典

型、总结 1 篇抓基地建设的经验材料，利用各类新闻媒体和期刊加大宣传力

度，全方位、多角度宣传基层的经验做法和先进典型，营造良好舆论氛围。下

半年，省就业局将组织召开“三送”服务经验交流会，选取部分市（县）典型

做经验介绍。 

  附件：2022 年返乡入乡创业基地建设指导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