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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省、市稳岗就业政策汇编

1、减负稳岗政策：

序号 名称 政策内容 适用范围 政策时效 申报（领）流程 办理单位 联系电话

1 “降”

延长阶段性降低失业、工伤

保险费率政策执行期至2023

年6月30日。

工伤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在24

个月以上的市（区）以现行

费率为基础下调50%，可支付

月数在18至23个月的下调

20%，可支付月数在17月以下

执行我省浮动费率政策。

2022年7月1日至

2023年6月30日

无需申报。企业核定失业保险费缴

费金额时，按失业保险费率1%计

算。（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根据降费政策，

在系统后台直接调整，企业无需申

报。（工伤保险）

市社会保险

事业管理中

心

3901903

3901905

2 “返”

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企业给

予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大型

企业按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

保险费的30%返还，加大对中

小微企业支持力度，返还比

例由60%最高提至90%。

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

社会服务机构、律师事务

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单位

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稳岗返还采取“免申即享”方式。

“免申即享”：经办机构通过数据

比对，在线上向符合条件的单位发

送稳岗返还确认信息，经企业确认

发放账户、资金用途等相关信息

后，市级人社部门会同财政等部门

进行联审，联审通过后在各市人社

部门官网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

经办机构将资金直接拨付企业账

户。

市社会保险

事业管理中

心

3901810

390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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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政策内容 适用范围 政策时效 申报（领）流程 办理单位 联系电话

3 “缓”

对一季度面临暂时性生产经

营困难、无力足额缴纳社会

保险费的企业，可缓缴失

业、工伤保险费，缓缴期限

最长不超过6个月。重点支持

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对餐

饮、零售、旅游、民航、公

路水路铁路运输行业的参保

企业纳入重点支持范围，缓

缴期限不超过一年。

对餐饮、零售、旅游、运输

等特困行业，在今年二季度

实施暂缓缴纳养老保险费，

并将已实施的阶段性缓缴失

业和工伤保险费政策范围，

由餐饮、零售、旅游业扩大

至上述5个行业。

1.困难企业、5个特困行业或

5个特困行业以单位方式参加

社会保险的有雇工的个体工

商户以及其他单位、以个人

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的个体工商户和各类灵

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

2.餐饮、零售、旅游、运输

等特困行业，包括这些行业

中以单位方式参加社会保险

的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及

其他单位。（失业保险）

3.餐饮、旅游、零售、民

航、公路水路铁路运输企

业。（工伤保险）

1、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费缓缴费款所属期为2022

年4月-6月，申请缓缴的企

业最迟于2022年底前补

齐；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体

工商户和各类灵活就业人

员，可自愿缓缴2022年费

款，2022年未缴费月度于

2023年底前补齐。（养老

保险）

2.困难企业缓缴失业、工

伤保险费：缓缴期限最长

不超过6个月；5个特困行

业缓缴养老保险费：二季

度；5个特困行业缓缴失

业、工伤保险费2022年4月

至2023年3月。（失业保

险、工伤保险）

1、在缓缴期限内，企业根据自身

经营状况向社会保险登记部门申请

缓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社

会保险登记部门审核企业是否适用

缓缴政策；社会保险登记部门审核

企业资格时，以企业参保登记时自

行申报的行业类型为依据。若现有

信息无法满足划分行业类型需要

的，需由企业出具所属行业类型的

书面承诺。（养老保险）

2.企业向各级社会保险登记部门申

请缓缴。（失业保险）

3.企业根据自身经营情况向各级社

会保险登记部门提出缓缴申请。

（工伤保险）

市养老保险

经办处 3901829

市社会保险

事业管理中

心

3901903

3901905

4 “补”

企业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

生就业签订劳动合同并参加

失业保险的。按每人1500元

的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就业

补贴。与一次性吸纳就业补

贴不重复享受。

符合条件的各类企业 202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1.申请程序。符合条件的有关企业
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向所在县
（区）人社局申报。

2.申报材料。劳动合同复印件、毕

业证明、失业保险缴纳记录等材

料。

市社会保险

事业管理中

心

390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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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政策内容 适用范围 政策时效 申报（领）流程 办理单位 联系电话

4 “补”

对中小微企业年内招用毕业年

度高校毕业生、签订１年以上

（含1年）劳动合同并有缴纳

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记录

的,按每人2000元标准给予一

次性吸纳就业补贴。与一次性

扩岗就业补贴不重复享受。

中小微企业
2022年1月1日至

12月31日

1.申请程序。符合条件的有关企业按照属
地管理的原则向所在县（区）人社局申
报。
2.申报材料。劳动合同（或就业协议）复

印件、毕业证明、养老保险缴纳记录等材
料。

各县（区）

人社局

（劳动就业

服务中心）

参照附表

5 “贷”

对在我市辖区内符合条件的自

主创业的个人，可给予最高额

度20万元，对合伙创业或组织

起来共同创业的借款人，可给

予最高额度100万元（原则上

按人均不超过22万元掌握）的

创业担保贷款，期限最长不超

过3年；对符合条件的小微企

业，可给予最高限额1000万元

的创业担保贷款，财政部门承

担300万元以内的一定比例贴

息，期限最长不超过2年。

符合条件的自主创业个人

和小微企业 长 期

1.办理程序：借款人提出贷款申请→创业

所在地担保机构受理和审核资料→担保机

构和经办银行共同对借款人进行贷前调查

→担保机构审查推荐至经办银行→经办银

行审核放款→担保机构和经办银行共同做

好贷后管理→经办银行作为贷款回收主体

进行贷款回收

2.个人借款人提供的资料：借款人及其配

偶身份证原件；结（离）婚证（未婚可不

提供）；营业执照或相关部门核准颁发的

经营许可证原件；个人征信报告；场地产

权证明或租赁合同原件；反担保人身份证

原件或抵、质押物复印件

3.小微企业借款人担保的资料：法人代表

人身份证原件；企业营业执照或相关部门

核准颁发具有法律效力的经营许可证原

件；企业章程；企业与新招人员签订的劳

动合同；企业工资支付凭证（工资表）；

上年度及申请当月或上月的财务报表（新

成立的企业提供当月的财务报表）；企业

与新招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记录；资产抵押

相关原件。

各县（区）
人社局

（劳动就业
服务中心）

参照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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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政策内容 适用范围 政策时效 申报（领）流程 办理单位 联系电话

6 “服”

突出产业链供应链重点企业、

交通物流企业、抗疫保供企

业、秦创原入驻企业、关键基

础设施等，强化用工保障服

务。

应对疫情医用物资、生产

生活必需品、相关信息通

讯设备和服务系统以及上

述物资运输和销售任务的

企业。

疫情防控期间 按月报送辖区内重点企业用工调度情况

市公共就业

和人才服务

中心

3901972

各县（区）

人社局

（劳动就业

服务中心）

参照附表

7 “领”

延续执行失业保险保障阶段性

扩围政策，今年底前继续向参

保失业人员发放失业补助金，

向参保失业农民工发放临时生

活补助。具体标准：参保满1

年的，失业补助金按失业保险

金标准的80%发放；参保不满1

年的，失业补助金按失业保险

金标准的50%发放。失业补助

金最长不超过6个月。临时生

活补助按我市低保标准发放2

个月。

失业保险金标准按照当地最低

工资水平的90%核定，2021年5

月起，市本级、金台区、渭滨

区、陈仓区、凤县为1665元/

月，其他8县区为1575元/月。

参保失业人员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参保失业人员申请，经办机构审核、发

放。

市社会保险

事业管理中

心

3901810

390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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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业创业补贴政策：

序号 补贴类型 政 策 内 容 补贴对象 政策时效 办 理 方 式 办理单位 联系电话

1
一次性求

职补贴

脱贫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的，给予一次性求

职补贴。一次性求职补贴享受条件和补贴标

准为，脱贫劳动力实现就业、与用人单位签

订期限不低于1年的劳动合同（或就业协议

或用人单位出具的就业证明）的，每人每次

500元（脱贫户家庭子女为高校毕业生的，

补贴标准按有关规定执行），每人每年可享

受一次。

脱贫劳动力 2025年底

1.申请程序。一次性求职补贴由脱贫劳动力向户

籍所在地县区人社部门申报。

2.申报材料。劳动合同（或就业协议或用人单位

出具的就业证明）、本人身份证复印件。补贴申

请应于实现转移就业后6个月内提出，超过该期限

的，人社部门不再受理。

各县（区）

人社局

（劳动就业

服务中心）

参照附表

2

跨省就业

一次性交

通补助

对跨省就业脱贫人口，按照每人最高不超过

5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交通补助，每人

每年只享受一次。

脱贫劳动力 2025年底

具体补助标准和实施细则由各县（区）乡村振兴

局牵头制定，人社部门具体按照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项目制要求兑现落实。

各县（区）

人社、乡村

振兴部门

参照附表

3
求职创业

补贴

毕业学年有就业创业意愿并积极求职创业的

低保家庭、脱贫残疾人家庭、脱贫家庭和特

困人员中的高校毕业生，残疾及获得国家助

学贷款的高校毕业生。中等职业学校（含技

工院校）和民办高校毕业生可同等享受。补

贴标准每人1000元一次性补贴。

高校毕业生 长 期

1.申请程序。各类院校应在毕业生毕业前一学年

下半学期内，组织符合条件的毕业生集中申请求职

创业补贴，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并将初审情况按

规定报送当地人社部门。（省属相关院校及各技工

院校初审后按要求上报市人社局审核；各中职院校

初审后按要求上报所在县（区）人社局审核）经人

社部门审核后，应在毕业生毕业学年9月底前将补

贴支付到学校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

2.申报材料。毕业生应向学校提供以下材料：获

得国家助学贷款（或身有残疾、享受特困救助供

养、低保家庭、脱贫残疾人家庭、脱贫家庭）证

明等材料。学校应向人社部门提供以下材料：求

职创业补贴初审表、公示文件、享受补贴人员花

名册等材料。

市人社局

各县（区）
人社局

（劳动就业
服务中心）

市人社局
就业促进

科

3262987
县区参照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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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补贴类型 政 策 内 容 补贴对象 政策时效 办 理 方 式 办理单位 联系电话

4

就业见习

补贴

（就业见

习补贴包

括见习人

员生活补

贴、人身

意外伤害

保险补贴

和一次性

见习留用

补贴）

生活补贴每人每月1200元，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补贴每人每月25元，补贴期限一般为

3至12个月。

毕业年度和毕业2年内

未就业的普通高校毕

业生及16至24岁失业

青年，在人社部门认

定的见习单位按规定

参加就业见习的，可

享受就业见习补贴。

国家级贫困县、艰苦

边远县的见习人员范

围可扩大至毕业2年内

未就业的中职毕业

生。

长 期

1.申报程序。经人社部门认定的就业见习单位

组织符合条件人员开展就业见习工作的，应在

人员完成见习后1个月内向同级人社部门申请

就业见习补贴，经人社部门审核后，将补贴资

金支付到单位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人身意

外伤害保险应在见习人员上岗前完成资料审核

和投保工作。

2.申报材料。见习人员花名册、基本身份类证

明复印件、就业见习协议书、单位通过银行发

放的基本生活补助明细账（单）等材料。申请

一次性见习留用补贴还应提供就业见习留用人

员花名册、见习留用人员劳动合同复印件等材

料。

各县（区）

人社局
（人才交流

服务中心）

参照附表

年内对见习期未满与见习人员签订1年以

上（含1年）劳动合同并有缴纳城镇企业

职工养老保险记录的见习单位，给予剩余

期限见习生活补贴。对见习单位接收毕业

生及失业青年见习且留用率不低于50%

的，按留用人数对见习单位给予每人2000

元的一次性见习留用补贴。

见习单位
2022年1月1日至

12月31日

5
校园招聘

补贴

普通高等学校开展校园招聘活动，提前在

当地的市级公共就业服务网站或公共人才

服务网站公布招聘活动信息，且允许外校

学生自愿参加，不收取学生和用人单位费用，

并取得一定成效的，可享受校园招聘补贴。

原则上每年补助给1所学校不超过30万。

普通高等学校 长 期

1.申请程序。各高校应于每年7月底前向当地

市级人社部门提出申请，人社部门应于每年8

月底前完成校园补贴的受理、审核和补贴资金

划拨工作。

2.申报材料。申请报告；补贴申请表；市职业

介绍服务中心或市人才中心网站公布的校园招

聘活动的岗位数量证明表等。

市级人社部
门

市人社局
就业促进科

3262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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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补贴类型 政 策 内 容 补贴对象 政策时效 办 理 方 式 办理单位 联系电话

6
社会保险补
贴

招用毕业年度和离校2年内高校毕业生

（含技师学院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

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就业，与之签订1

年以上劳动合同且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招

用经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与之签订1年以上劳

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单位（企业）。按

单位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

险费和失业保险费给予最高不超过50%社会保

险补贴,不包括个人应缴纳的部分。

其中高校毕业生，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1

年；就业困难人员，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3

年；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可延长至退

休。

符合条件的单位（企业）

长 期

单位（企业）申领。
1、申报程序。单位（企业）应在完
成参保缴费后1个月内，向其社会保
险参保地人社部门申请社会保险补
贴，社会保险缴费明细账（单）由
人社部门进行内部核查。经人社部
门审核后，按规定将补贴资金支付
到单位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
2、申报材料。提供享受补贴人员花
名册、基本身份类证明复印件、劳
动合同复印件（通过公益性岗位安
置的不提供）、高校毕业生相关毕
业证明等材料。

个人申领。
1、申报程序。符合条件的个人应在
完成参保缴费后，向其社会保险参
保地人社部门申请社会保险补贴，
社会保险缴费明细账（单）由人社
部门进行内部核查。经人社部门审
核后，按规定将补贴资金支付到申
请者本人个人银行账户。
2、申报材料。提供基本身份类证明
原件或复印件、灵活就业证明或工
商登记注册信息等材料。自主创业
失败人员还应提供企业或个体工商
户注销材料。

市公共就业

和人才服务

中心

各县（区）

人社局

（劳动就业

服务中心、

人才交流服

务中心）

参照附表

在市、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托管档
案，持《就业失业登记证》或《就业创业证》
且实现灵活就业或自主创业的10类就业困难人
员及离校2年内实现灵活就业或毕业年度自主
创业的高校毕业生，按其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
保险费和基本医疗保险费给予最高不超过的
50%社会保险补贴（超过100%缴费的超出以上
部分不予补贴）。

在市、县公共就业和人才
服务中心托管档案，持《就业
失业登记证》或《就业创业
证》且实现灵活就业或自主创
业的10类就业困难人员及离校2
年内实现灵活就业或毕业年度
自主创业的高校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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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补贴类型 政 策 内 容 补贴对象 政策时效 办 理 方 式 办理单位 联系电话

7
公益性岗位
补贴

城镇公益性岗位。社会公共管理类岗
位每人每月600元，其它岗位每人每

月500元。

就业困难人员，重点是大龄失业人员
和零就业家庭人员。

长 期

1.申报程序。公益性岗位用工单位

应及时向同级人社部门申请公益性

岗位补贴，经人社部门审核后，将

补贴支付给单位。

2.申请材料。享受补贴人员花名

册、基本身份类证明复印件、单
位 通 过 银 行 发 放 工 资 明 细 表

（单）等材料。

各县（区）
人社局

（劳动就业
服务中心）

参照附表

农村公益性岗位。安置大中专院校毕
业生的劳动保障助理员岗位每人每月
800元，其它岗位每人每月400元。

法定劳动年龄内的以下人员：①脱贫
劳动力；②高中、中专或者技校及以
上学历人员；③农村“零就业”家庭

人员；④农村“低保”家庭人员；⑤
具备一定劳动能力的农村残疾人；⑥

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人员。

8
职业技能鉴
定补贴

对通过初次职业技能鉴定或专项能力
考核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不含培训
合格证书）的，给予职业技能鉴定补

贴，补贴标准为每人200元。其中，纳
入重点产业职业资格和职业技能等级
评定指导目录的，补贴标准为每人300

元。职业技能鉴定补贴每人只能享受1
次，不得重复享受。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毕业学年高校毕业
生（或毕业前一学年技师学院高级工
班、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

育类在校生、脱贫劳动力、城乡未继续
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
业劳动者、退役军人（含自主就业退役

士兵、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复员干
部）、大学生村官。

长 期

1.申请程序。七类人员自主选择
职业技能鉴定机构进行初次职业

技能鉴定，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免
收费用。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应在

完成鉴定（考核）工作后1个月
内，由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审核
汇总后，经市人社局复核后，将

补贴资金支付至鉴定机构。
2.申报材料。申请职业技能鉴定

补贴应提供：享受补贴人员花名
册、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开具的税

务发票、基本身份类证明复印件
等材料。个人获取职业资格证书

情况由人社部门进行内部核查。

市人社局
市职业技能鉴

定中心
各县（区）

人社局

（劳动就业
服务中心）

市人社局

职业能力建
设科

3263601

3263604
市职业技能
鉴定中心

3309276

县区
参照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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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补贴类型 政 策 内 容 补贴对象 政策时效 办 理 方 式 办理单位 联系电话

9 创业补贴

对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且所创企业或
个体工商户自工商注册登记之日起正常运营6个月
以上的农民工等返乡下乡创业人员、就业困难人

员、毕业年度和毕业2年内高校毕业生、脱贫劳动
力、退役军人，按每人50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

创业补贴。

符合条件的农民工
等返乡下乡创业人

员 、 就 业 困 难 人
员、毕业年度和毕

业2年内高校毕业
生、脱贫劳动力、
退役军人

长 期

1.申请程序。符合条件人员应在其创业
实体登记注册后7至12个月期间，向创
业所在地县级人社部门申请一次性创业
补贴。经人社部门审核后，将补贴资金

支付到申请者本人个人银行账户。

2.申报材料。基本身份类证明原件或复
印件、工商登记注册信息等材料。

各县（区）
人社局

（劳动就业
服务中心）

参照附表

10

社区工厂
（村镇工
厂）一次
性岗位补

贴和租赁
费、水电

费补贴

社区工厂（村镇工厂）新吸纳一名脱贫劳动力就
业、且签订不低于一年期限劳动合同的（或就业
协议），给予工厂1000元的一次性岗位补贴；村

镇工厂吸纳脱贫劳动力人数不低于其员工总数1/3
的，对其生产经营场地租赁费、水电费，按不超

过实际支出额50%的标准给予补贴，补贴期限两
年。

社区工厂（村镇工
厂）

2025年底
补贴对象向县区人社部门申请，补贴
办法由各县区制定。

各县（区）

人社局
（劳动就业

服务中心）

参照附表

11

就业帮扶
基地一次

性就业奖
补

就业帮扶基地新吸纳脱贫劳动力和农村低收入劳
动力就业，并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或劳务协议

的，按每人2000元的标准对基地（企业）给予一
次性就业奖补资金，每年累计最高不超过30万

元。

就业帮扶基地 2025年底
补贴对象向县区人社部门申请，补贴办

法由各县区制定。

各县（区）
人社局

（劳动就业
服务中心）

参照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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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补贴类型 政 策 内 容 补贴对象 政策时效 办 理 方 式 办理单位 联系电话

12
职业介绍
补贴

经依法行政许可、注册登记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含劳务派遣
服务机构）（简称职介机构），向脱贫劳动力、登记失业人员和农民
工提供免费职业介绍服务，且脱贫劳动力、登记失业人员和农民工与

用人单位或劳务派遣公司签订2个月以上劳动合同或就业协议的，可按
实际介绍就业人数享受职业介绍补贴。补贴标准为每人不超过500元，
具体标准由各县区人社、财政部门制定。每人每年只能享受1次，不得

重复享受。

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含
劳务派遣服

务机构）

长 期

1.申请程序。职介机构应在完
成职介工作后向同级人社部门
提出申请，经人社部门审核
后，按规定将补贴资金支付到

机构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

2.申报材料。补贴申请报告、
享受补贴人员花名册、劳动合

同（或就业协议）复印件、机
构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等。

各县（区）
人社局

（劳动就业
服务中心）

参照附表

13
创业孵化
项目补贴

对经市、县（区）级人社、财政部门认定达到标准的创业孵化基地
（返乡创业园区），按每孵化成功或存活1个创业实体不超过1万元，
每带动1个人就业不超过3000元的标准核算，给予创业孵化项目补贴。
其中，脱贫劳动力成功创业或实现就业的，按其他劳动力补贴标准的

1.5倍核算。每个创业实体和就业的自然人作为核算指标，只能使用1
次。

符合条件的
创业孵化基
地（返乡创

业园区）

长 期

补贴资金申请办理，依据《宝

鸡市创业孵化基地（返乡创业
园区）认定管理办法》提供相
应资料后，向创业孵化基地

（返乡创业园区）所在县
（区）级人社部门提出申请，
并根据补贴标准进行核算并落

实资金。

各县（区）
人社局

（劳动就业
服务中心）

参照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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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政策：

序号 补贴类型 政 策 内 容 补贴对象 政策时效 办理方式 办理单位 联系电话

1
新型学徒制

培训

企业按规定开展新型学徒制培训，且学徒取得相应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或职业资格证书，给予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补贴。补贴标准为：
学徒取得中级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的，每人每年
5000元；学徒取得高级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的，每

人每年7000元。

企业 2022年12月

由企业在开班前向市级人社
部门提交开班申请等相关资

料，经人社部门审核同意后
可开展补贴性培训。

市级人社部门

市人社局
职业能力建设科

3263601
3263604

2

高技能人才

培养、选拔
补助

支持创建国家级、省级、市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
室建设。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给予500万元补助，省级基地
给予200万元补助，市级基地给予50万元补助；国家级技能大师工
作室给予10万元补助，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给予10万元补助，市级

工作室给予5万元补助。支持鼓励企业一线技术工人参与评选宝鸡
市首席技师、宝鸡市技术能手，宝鸡市首席技师给予2万元补助、
宝鸡市技术能手给予5000元补助。

高技能人才培

训基地、技能
大师工作室

2022年12月 每年按有关政策规定评定。 市级人社部门

市人社局
职业能力建科

3263601
3263604

3
就业技能培
训补贴

就业技能培训以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高校毕业生、脱贫劳动力等
重点群体为培训对象，培训课时按照《宝鸡本地标准2021-1》规定

的该职业（工种）初级工（或该职业（工种）最低等级）课时执
行，补贴标准以培训班次为单位，以《宝鸡本地标准2021-1》规定
的该职业（工种）初级工（或该职业（工种）最低等级）补贴标准

为基数，按就业率分类核算确定。

培训机构 2022年12月

由培训机构在开班前提交开

始申请等相关资料，经人社
部门审核同意后可开展补贴
性培训。

县（区）级人社
部门（劳动就业

服务中心）

市劳动就业服
务处

3901872
市人社局

职业能力建科
3263601
3263604
参照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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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各县（区）人社部门联系方式

县区 人社局（就业股） 劳动就业服务中心 县区 人社局（就业股） 劳动就业服务中心

凤翔县 7219023 7212625 岐山县 8212752 8212563

扶风县 5215713 5217970 眉 县 5541874 5542867

陇 县 4607650 4601254 千阳县 4245450 4241837

麟游县 7963589 7963240 太白县 18700730056 4951268

4
创业培训

补贴

对符合条件自愿参加创业培训的，根据培训项目类别（含SIYB培

训、网络创业培训等）和培训效果给予补贴。其中，参加SYB、网
络创业等培训后取得创业培训合格证但在6个月内未实现创业的，
按每人每期1000元给予补贴；在6个月内实现创业的，按每人每期

2500元给予补贴。参加IYB培训后取得创业培训合格证的，按每人
每期1000元给予补贴。创业培训时间应不少于80课时。

培训机构 长 期

由培训机构在开班前提交开
班申请等相关资料，经人社
部门审核同意后可开展补贴

性培训。

市、县

人社部门

（劳动就业服务
中心）

市人社局
创业指导科
3262986
参照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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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 县 4763916 4762835 金台区 3153887 3153805

渭滨区 3218427 2813103 陈仓区 6212113 6236615

高新区
3780190

（组织人社部）
3423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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