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实施“青年兴聊”工程的意见》 

文稿解读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推进青年发展友

好型城市建设，吸引集聚青年来聊留聊就业创业兴业，中共

聊城市委办公室、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关于实施

“青年兴聊”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青年兴聊工程》）。 

一、起草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年是社会上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

的群体。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

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

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

众的引路人。 

青年兴则城市兴。必须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做好青年“引

育留用”工作，制定出台更加完善、更富活力、更具含金量

的扶持政策，吸引集聚各类青年来聊留聊就业创业兴业。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青年工作，组织专题调研，多次召开会

议研究推进。市人社局、团市委牵头，学习借鉴济南、威海

等地经验做法，结合我市实际，起草了《青年兴聊工程》文

件初稿。 

二、制定依据 

深入贯彻落实《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 2017 年 4 月 13 日印发）、《关于开展



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意见》（中青联发〔2022〕1 号）、

《关于山东省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市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

（鲁青联席办字〔2021〕2 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全力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稳就业工作的通知》（鲁

政办发〔2022〕8 号）等文件要求，先后召开 3 次部门座谈

会和青年代表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建议。修改完善后，征

求了 27 个市直部门的意见建议并会签，通过了市司法局合

法性审核，先后报市政府常务会议、市委常委会研究通过。 

三、主要内容 

《青年兴聊工程》包括 4 个部分 16 条。 

第一部分，做强青年集聚平台。着眼服务青年来聊留聊，

通过打造“青聊有约”品牌、扩大青年就业岗位、引导青年

来聊就业、加大政策集成力度、提高服务便利度 5 项措施，

增强对青年群体的吸引力和集聚力。 

第二部分，支持青年创业创新。围绕青年创业创新需求，

从强化青年创业扶持、丰富青年创业活动、加强青年创业导

师队伍建设 3 个方面，助力青年创业创新。 

第三部分，扶持青年成长成才。从青年成长成才出发，从

促进青年能力提升、鼓励青年干事创业、保障青年合法权益、

支持青年参政议政 4 个方面，引导青年留聊稳定发展。 

第四部分，打造青年乐业环境。聚焦青年最急需、最迫切

的住房、父母养老、子女教育、文化娱乐等问题，从加强青



年群体住房保障、减轻青年“一老一小”照护负担、加强青

年子女教育服务、丰富青年文娱生活 4 个方面，积极创造青

年乐业乐居环境。 

四、实质性解读 

文件聚焦青年所需所盼，坚持实事求是，注重政策创新突

破，从强扶持、降成本、重落实三个方面精准发力。 

（一）强扶持。重点从提升社会力量参与度上下功夫。一

是扩大青年就业岗位。每年国有企业提供 60%以上的岗位面

向青年招聘。中小微企业吸纳专科及以上学历层次（含相当

于专科学历层次）青年初次就业，符合条件的给予企业 500

元/人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二是扶持青年创新创业。对入驻

政府举办各类创业创新平台的，免费提供 3 年创业场所；对

入驻其他创业创新孵化平台或在外租赁场所的，给予最长 3

年、每年不超过 1 万元的租赁补贴。三是鼓励市场化运作。

依托大中城市聊城商会、高校共青团组织等，探索设立一批

青年联络站，先期设立 3-5 家，每年给予最高 20 万元经费

扶持。用好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派遣机构，每从市外引

进 1名专科及以上学历层次（含相当于专科学历层次）青年，

与我市企业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缴纳职工社会保险满 1

年的，给予引入机构 300 元/人一次性补贴。 

（二）降成本。重点从解决青年安居乐业难题上下功夫。

一是降低住房安居成本。来聊留聊青年可同等享受我市保障



性租赁住房、人才住房、公租房等政策。创设一批“青年驿

站”，为市外来聊参加招聘青年提供最长 3 天免费住宿。二

是降低照护老幼成本。来聊留聊就业青年的父母可同等入驻

我市公办养老机构，经济困难老年人可同等享受我市养老补

贴政策；征集 10-20 家社会养老服务机构，为青年父母提供

养老普惠价格和优惠政策。为市外来聊就业青年的 3 岁以下

幼儿子女推荐优质托育服务机构，并给予每人每月 300 元、

最长 6 个月的托育费过渡补助。三是降低子女教育成本。及

时公布义务教育入学条件、入学程序、学位预警等信息，方

便青年为子女办理入学手续。推进课后服务超市“全覆盖”，

鼓励具备条件的学校开展学生寒暑假托管服务。四是降低文

娱消费成本。加强生活配套服务，面向青年发放一批消费券、

健身券、读书券。 

（三）重落实。重点从提升服务便利度上下功夫。一是打

造服务平台。开发建设“青聊有约”一站式服务平台，定期

宣传市情市貌、发布最新政策，提供青年来聊留聊就业创业

线上服务。二是抓好政策集成。除本文件专项扶持政策外，

从解决青年关注的政策碎片化问题入手，梳理各类现行普惠

政策和专项政策，统一对外发布，让青年享受优质便捷高效

服务。三是明确政策范围。同时符合聊城市招才引智政策的，

按从优、就高、不重复原则享受相关政策。 

五、关键词解释 



1.青年：文件中所指青年，年龄范围为 16-35 周岁。 

2.来聊：包括市外户籍人员来聊、聊城籍在外求学就业人

员返回聊城就业创业。 

3.留聊：包括聊城本地青年（目前在聊工作的所有青年）、

驻聊院校毕业生（包括市外生源）留在聊城就业创业。 

4.“新八级工”：建立新八级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分别为

学徒工、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特级

技师、首席技师。 

5.“村村都有好青年”选培计划：以培养一支懂农业、爱

农村、爱农民的“三农”青年工作队伍为目标，重点围绕“引、

选、育、管、用”5 个方面，既注重选树，更突出引育，既全

面活跃“存量”，更持续做强“增量”，为打造乡村振兴齐

鲁样板凝聚更多青年力量。 

6.青年驿站：联合社会机构打造的为外地青年提供免费

临时住宿、就业指导、政策咨询、岗位推介、城市融入等一

站式服务的公益平台。 

六、解读机构、解读人 

解读机构：聊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联 系 人：就业促进与失业保险科  王  琰 

0635-2189062 

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杨  凯 

0635-82887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