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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云南省委文件 
 

2020 29  

★ 
 
 
 

关于印发《共青团云南省委进一步深化服务 

青年创业工作的十条措施》的通知 

 

各州（市）团委，省直机关团工委、省金融团工委、省非公经济

组织团工委，各厅局、企业、高校团委，团省委机关各部门、直

属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重要思想和考

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

“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激发青年

创业热情，提升青年创业能力，做好青年创业服务，现将《共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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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云南省委进一步深化青年创业服务工作十条措施》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共青团云南省委 

                            2020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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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云南省委关于进一步深化服务青年创业

工作的十条措施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重要思想和考

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

“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激发青年

创业热情，提升青年创业能力，做好青年创业服务，现制定共青

团云南省委关于进一步深化青年创业服务工作的十条措施如下。 

第一条  意识培养。依托“第二课堂”、创业沙龙、分享会、

参观研学等方式强化创业青年和创业大学生创业思维培养。注重

结合不同创业青年群体的思维方式、价值追求等方面的不同特

点，努力提供分层分类的创业意识教育内容，既要有基本的创业

思想启蒙，又要有长远职业生涯规划，引导广大创业青年脚踏实

地，循序渐进，树立正确的创业观，科学判断、理性创业。 

第二条  氛围营造。团省委定期邀请有关部门就青创工作进

行座谈研讨，鼓励引导更多创业扶持政策向青年倾斜，推动形成

党政积极支持、社会广泛认同、青年热情参与的浓厚青创氛围。 

通过团属媒体矩阵及微信、微博、短视频平台等讲述青创故事、

讲好青创产品、讲透青创模式，带动更多青年投身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时代浪潮。赛事引领带动，持续深化“云南青年创业省长

奖”“挑战杯”“创青春”等各类创新创业赛事，为优秀创业青年提



— 4 — 
 

供展示舞台，积极引入风险投资、技术支持等社会资源，助力青

年进一步创业发展。 

第三条  创业培训。发挥共青团职能优势，密切联系青年，

深入了解青年创业需求，因势利导为青年提供有针对性的帮扶，

分层分类精准开展创业培训。多措并举整合资源，构建各级团组

织引领带动，各地创业协会和青创联盟等多主体分头实施，政策

专家、高校教授、创业导师专业化、精准化授课的创业培训新模

式。 

第四条  导师帮引。外引内联，分级设立青年创业导师库，

每名创业导师结对 1-2 个青创企业、大学生青年创客进行“点对

点”创业联系帮扶，为结对创业青年提供项目设计、资金对接、

技术指导、财务管理及法律援助等方面的支持，结对时间不少于

2 年，每年对导师帮扶情况进行考评。每 2 年开展 1 次创业新星

评选，入选项目优先推荐接收更高层级的导师辅导和创业基金支

持，并推报参评国家级青创赛事。 

第五条  金融支持。联合人社、金融等相关部门组成青创政

策及金融知识宣讲团，线上线下相结合，重点针对创业青年和创

业大学生每年进校园、进青创联盟、进社区开展不少于 2 次宣讲。

结合云南产业发展和青创工作实际，联合金融机构加大青创扶持

金融产品开发力度，发挥“农村青年金融服务站”职责功能，大力

推进“贷免扶补”、创业担保贷款、青创贷等金融扶持政策并积极

向建档立卡贫困户青年、创业大学生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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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数字助力。顺应发展趋势，围绕数字经济鼓励引导

更多创业青年积极参与网络直播、电商销售、区块链等新基建行

业领域发展，投身与数字经济相关联的产品开发和产业建设，培

育扶持一批契合数字经济发展方向的青创项目，不断提升青创企

业的核心竞争力。依托“团播云南”工作品牌，积极培育、凝聚一

批数字经济青年人才。进一步深化拓展“青创云品商城”在消费扶

贫、创业帮扶、扶贫关爱等方面的职能作用，为创业青年提供产

品研发生产、品牌包装、物流销售等全产业链各环节的服务。 

第七条  交流协作。依托云南区位优势，加大与南亚、东南

亚创业青年的合作交流，发挥好中国——上合组织青年交流中心

的平台作用，引导创业青年主动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探

索建立各类国际青创平台和跨境青创园区，推动云南创业青年与

周边国家及上合组织成员国创业青年的合作交流，进一步提升项

目品质、市场竞争力和经济外向度。建立常态化的滇沪、滇浙、

滇粤创业青年交流合作机制，引导云南青创企业主动承接发达地

区青创企业产业链生产环节，在交流合作中进一步培育云南青创

“小巨人”企业，培养一批高层次的本土青创人才。深化省内青创

企业间的交流协作，发挥好省内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优秀青创企业

的“传帮带”作用，打造结构合理、竞争有序、抱团共赢发展的云

南青创产业集群。 

第八条  重点突破。针对全省规模以上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青创工作薄弱环节，强化工作力量，落实服务措施，发挥好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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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创联盟、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的平台和服务作用，为安置点创

业青年提供政策整合、技术培训、资源对接、智力引入、志愿服

务等方面的支持，引导当地创业青年理性探索创业，适应社区融

入，实现成长发展。 

第九条  团建引领。积极推动青创企业建立团组织，打好省

青联、省青年企业家协会和各地青创联盟服务青年创业工作的

“组合拳”。深入贯彻落实《云南青年中长期发展规划（2018-2025

年）》各项任务，借助青年工作联席会议搭建更加完善的青创服

务体系，为创业青年提供更具实惠的帮扶措施，更好激发青年创

新潜能和创业活力。 

第十条  常效服务。州（市）级以上共青团建立青创服务工

作机构（组织），定期研究青年创业服务工作，常态化联系服务

创业青年。建立健全各级创业青年信息库，运用大数据科学分析

青年创业发展轨迹，进一步优化服务项目，延伸工作手臂，提升

服务成效，在引导服务青年投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浪潮

中不断提升团组织的引领力、组织力、服务力和大局贡献度。 
 

 

 

 
 

 

 

共青团云南省委办公室                    2020 年 9 月 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