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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创新创业，最高可获20万元支持
长沙启动“小荷”青年人才项目 采取无偿扶持方式，实行包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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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记者从长沙
市人社局获悉，《长沙市

“小荷”青年人才创新创业
项目支持实施办法(试行)》
正式印发施行， 主要面向
企业青年人才， 每年将评
选不超过20个“小荷”青年
人才创新项目及不超过

100个青年人才创业项目， 每项给予最高20万
元经费支持。

创新项目支持经费实行包干制

根据实施办法，“小荷”青年人才是指年龄
在35周岁(含)以下，在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
领域创新创业的青年人才。“小荷”青年人才创
新创业项目支持工作由市委人才办统筹，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科协具体组织实施。

每年评选不超过20个“小荷”青年人才创
新项目，每项给予20万元经费支持。采取前资
助方式，实施周期为两年。支持经费实行包干
制，用于“小荷”青年人才科研、技术咨询、培
训、研修、考察等与提高其学术、技术水平相关
的开支。

申报单位负责项目日常管理，项目结束后
需提交结项报告。 市科协组织项目结项评价，
评价合格的，结余经费留归企业使用，企业应
将结余经费用于“小荷”青年人才的创新需求。
评价不合格的，两年内不得再次申报，收回剩
余资金。

“小荷” 青年人才创业项目每年评选不超
过100个青年人才创业项目， 按不超过实际有
效投入的50%， 给予最高20万元项目扶持。该
项目支持采取无偿扶持方式。

以上两类项目，申报单位均可登录长沙人
才 智 慧 导 航 (http://www.changsha.gov.
cn/csrc_portal)进行申报。

支持青年创新，长沙还有这些举措

此外，记者了解到，长沙在全国创新设立
市级自然科学基金，支持我市高等院校、科研
院所、 医疗机构科研人员开展自然科学研究、
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根据去
年9月印发的《长沙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
法》，三年内将实施超过800个项目，目前已立项
资助3900万元。

与“国家和省级层面自科基金申请人需具
备高级职称、博士以上学位”不同，长沙市自科
基金申请人只需具有中级以上(含)技术职称或
硕士以上(含)学位，同时明确申请人必须是项
目实际负责人，避免资历挂帅，有助于青年人
才脱颖而出。 在评价标准方面相对比较宽松，
考虑到基础研究、前沿探索的特点，给予科研
人员充分的科研路线选择权和自主权，宽容失
败，鼓励创新和探索，以学术指标考核为主。

《长沙市杰出创新青年培养计划（2021—
2023）》目标，是围绕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
技创新高地目标，重点培养一批有发展潜力的
青年科技创新人才，造就一支能够紧跟国内外
行业发展前沿，在我市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中
发挥领军和骨干作用的青年人才队伍。采取前
资助的方式进行， 实施周期为3年，确
定为“杰出创新青年”人选后，一次性
给予30万元经费支持。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王智芳
实习生 黄静静 罗斯妮 通讯员 梁露

三湘都市报7月17日讯 今天， 记者从省人社
厅获悉，2022年度全省高级职称评审工作有关事
项已发布通知。

通知明确， 全省高级职称申报参评材料集中
报送时间为2022年第三季度最后2个工作日(即9月
29日至30日）。为方便“一站式”申报和接收材料，由
省人社厅统一提供场所集中收取(另行通知)。参评
材料中有关业绩、资质等的有效时间为材料报送截
止日(2022年9月30日，含)，其后取得的学历、奖项、
专利、论著及业绩成果等，不作为2022年度有效参
评材料。高评会从10月开始组织评审，各类高评会
原则上需在12月25日(含)前完成评议投票工作。自
主评审单位(含高校)、中小学教师系列、基层系列

(基教高、基卫高、基农高、基林高)的职称评审工作
按照报备的年度评审方案组织实施。

年度评审按照国家和省现行的职称政策规定
及各系列(专业)评价标准条件执行。国家已出台改
革指导意见的，按国家评价标准条件执行；未出台
的，执行省里的标准条件。自主评审单位(含高校、
医院、企业)职称评审条件按照经备案的标准条件
执行。 民营企业专技人才职称评审优惠政策遵照
《关于进一步做好民营企业职称工作的通知》《湖
南省创新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10条措
施》等文件要求执行。

■全媒体记者 王智芳 实习生 罗斯妮
通讯员 曾鹤群

三湘都市报7月17日讯
经国家税务总局同意，7

月18日起，湖南省税务局决定
在全省开展全面数字化的电
子发票（简称全电发票）受票
试点工作。

所谓全电发票，是指依托
可信身份体系和电子发票服

务平台，以去介质、去版式、标签化、要素化、授信
制、赋码制为基本特征，覆盖全领域、全环节、全要
素的全新发票，与纸质发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为了全面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
改造，降低征纳成本，国家税务总局建设了全国统
一的电子发票服务平台，24小时在线免费为纳税
人提供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开具、交付、查验等
服务，实现发票全领域、全环节、全要素电子化。
2021年12月1日起， 国家税务总局率先在广东省

（不含深圳市）、内蒙古自治区和上海市（以下简称
“试点地区”）开展了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试点工
作，系统运行平稳。为了进一步推进全面数字化的
电子发票试点工作，7月18日起， 湖南省纳税人仅
作为受票方，接收由试点地区的部分纳税人通过电
子发票服务平台开具的发票。

全电发票的法律效力、基本用途等与现有纸质
发票相同。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开具的纸质专票
和纸质普票，其法律效力、基本用途和基本使用规
定与现有纸质专票、纸质普票相同。

据了解，相较于之前的传统纸质发票及电子发
票，使用全电发票无需再领用UKEY、无需做票种
核定、无需领用发票，在通过可信身份体系认证的
情况下可以实现不受地域、平台、时间限制即时开
票，提升开票便捷度，有利于会计核算的全程无纸
化，大幅降低纳税人用票成本。

■文/视频 全媒体记者 潘显璇

申报高级职称须注意这些事项
9月29日至30日为参评材料集中报送时间

与纸质发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大幅降低用票成本

@湖南纳税人，全电发票来了

扫码看视频

墙画
扮靓乡村

7月16日，吉
首市马颈坳镇榔木
村， 游客在手绘墙
画前拍照打卡。今
年来， 该村大力发
展乡村旅游，利用
现有建筑格局，打
造了独具特色的
文化墙，成为一道
道靓丽风景，激发
了乡村振兴活力。

张术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