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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 梅 武宗义

□通讯员 郭洪恩 陈同清
记 者 宋庆祥 报道

本报冠县讯 冠县中天复合材料公司生
产的金属板材销路趋旺,老板李云瑞却苦恼起
来，由于资金不足，企业生产面临“断炊”
危机。11月6日，一笔来自辖外银行——— 光大
银行的1000万元资金划到了中天公司的账户
上，令李云瑞长舒了一口气。像中天公司一
样，目前，该县已有150家中小企业喜获“飞
贷”，提供贷款的辖区外金融机构26家，贷
款余额达20余亿元。

冠县属欠发达地区，辖区内金融机构数量
少，且贷款规模小、门槛高，中小企业普遍存在
贷款难现象。与此相比，设在发达地区的许多
股份制银行则门槛较低，手续简易，但由于跨
越区域，信息不对称，银企之间难以建立合
作关系。针对这一难题，冠县由政府做“红
娘”，牵线搭桥，搭建平台，成功地促成了
双方的广泛合作。

该县每年在县内和发达地区分别举办银
企合作洽谈会，为县内中小企业和辖区外金融
机构建立信息沟通平台。在双方达成意向后，
政府一方面组织企业统一申报，一方面带领金
融机构人员对企业进行考察，并安排相关部门

建立企业征信和担保体系，为双方合作打造了
快捷高效的绿色通道。在青岛银行与冠县开展
的打包贷款业务中，冠县组织企业建立了联保
和互保机制，并在财政部门开设了专项保证金
账户，将银行的投资风险降到了最低。政府当

“红娘”，企业省心、银行放心，深化了银企合作
关系，提高了贷款效率。目前，青岛银行在冠县
发放贷款6亿余元，受益企业达115户，贷款从
申报至资金到户，只用了20个工作日。

为建立中小企业贷款的长效机制，冠县
指导成立了银企协会，吸引十余家辖区外股
份制银行和100多家企业成为成员。协会变银
企之间单纯的业务关系为银企、企企及担保
公司等多方合作、共同发展的合作共赢模
式，各方成为了利益共同体。在这一模式
下，银行、企业和第三方金融服务机构建立
了常态合作关系。今年以来，该协会会员银
行上海浦发银行、北京银行等6家辖区外银
行，为会员企业冠县永信纺织等企业提供贷
款4亿余元，解了企业燃眉之急。

为化解金融风险，冠县建立了完善的中小
企业征信和风险防范机制，先后被两家辖区外
金融机构授予“金融投资安全区”。自“飞贷”业
务开展以来，未出现一笔呆账和坏账。

政府牵线搭桥 企业联保互保 银行跨区放贷

冠县150家中小企业喜获“飞贷”

□记者 于向阳
通讯员 万京泉 张进 报道
本报莱芜讯 十月的钢城，处处塔吊林立、

机器轰鸣，呈现出蒸蒸日上、快干实干的火热景
象。大项目建设的快速推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
的“钢城速度”，1-9月份，全区新开工过亿元项
目36个，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2 . 5亿元。

今年，为加快工业经济发展，实现全区科学
发展新跨越，莱芜市钢城区出台了《关于实施

“122468”工程加快工业经济发展的意见》，力争
通过5年努力使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200
家以上，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2000亿元，地
方财政收入突破40亿元，GDP突破600亿元,工业
化率达到80%以上。

为在全区上下形成争先进位、不甘落后的
赶超氛围，钢城区连续三个季度，对各镇(街
道)和开发区、高新区及区直部门单位，根据
制定的经济发展、招商引资等指标进行了排
名，并将每个季度的考核排名情况在本市新闻
媒体上进行了公示。研究制定了《钢城区大项

目建设推进办法》等文件，在大项目协调、任
务落实、服务保障、责任追究等方面出台了一
系列制度。建立了区级领导包大项目责任制和
联席会议制度，实行了大项目联审联批、绿色
通道、直通车、专职联络员制度，协调解决项
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建立了“时间倒
推、工期倒排、任务倒逼”的运作模式，逐一
明确项目责任人、工作标准和完成时限，以时
间倒逼程序，以目标倒逼进度。区委区政府主
要领导随时现场察看大项目，区大班子领导两
周一次督查大项目，坚持一季度一考核、一排
名，严格兑现考核奖惩，在全区上下形成了
“以大项目建设发展论英雄”的良好导向。

进入三季度，钢城区开展“决战三季度，大
干100天”活动，大力推行“六个一”工作机制和

“时间倒推、工期倒排、任务倒逼”的运作模式，
党员干部大力发扬“5+2”、“白+黑”、“晴+雨”的
精神，主动放弃节假日，十一期间不停歇，把“黄
金周”变成了“招商周”、“项目建设周”，创造了
一个又一个的“钢城速度”。 位于钢城经济开

发区的变速箱齿轮总成项目，是6月30日奠基的
大项目，包这一项目的负责同志把办公室搬到
项目建设现场，全身心服务，两个多月的时间建
成了4万平方米的厂房，成为全区的亮点。投资
2 . 6亿元的耀华鲁信污水处理项目、投资10 . 2亿
元的陆远环保钢渣微粉项目实现了当年建设当
年投产。进入三季度，全区新开工项目48个，其
中工业项目40个，过10亿元项目9个，计划总投
资198亿元。6月30日、8月30日，先后举行了两次
大项目集中开工奠基仪式；9月15日，集中签约
了总投资17 . 9亿元的6个项目。

创新思路解难题，严格考核兑奖惩。钢城
区通过采取离岗招商、一线帮扶、倒逼推进等
一系列超常规的办法措施，各项工作全面提速
增效。据了解，目前全区在建亿元以上大项目
103个，其中过10亿元项目19个，计划总投资
431 . 6亿元,现已累计完成投资108 . 9亿元，竣工
投产项目20个。1-9月份，共引进项目135个，
计划总投资480亿元，过亿元项目97个，其中
过10亿元的19个。

大项目催生“钢城速度”

□记者 岳增群
通讯员 赵 峰 郝若愚 报道
本报枣庄讯 “你看这枝藕，长得比我的胳膊还

粗，这都是用牛粪当肥料的结果。”峄城区吴林街道西
潘安村支部书记、思莲浅池藕合作社董事长邵明启从
自家藕池里挖出一枝又白又嫩的鲜藕自豪地说。

西潘安村是肉牛养殖专业村，目前已有规模养牛
场16个，年出栏肉牛量1000多头。过去，每天产出的大
量牛粪污染了环境，经党员会谋划，老党员董秀兰成功
试种，这个村引导农民用牛粪当肥料种植浅池藕，亩产
量高达3000多公斤，比不用牛粪的浅池藕平均亩产高
出近500公斤。今年，这个村用牛粪当肥料种植浅池藕
的农户已发展到42户，总面积120多亩。

西潘安村农民探索了一套独特的模式：他们不用
水泥垒砌，而是挖土池，池内铺纤维保水布，布上用发酵
的牛粪、沼渣沼液与泥土掺匀铺成15厘米厚的浅池藕“养
殖床”，用脚踩实，防止牛粪漂浮到水面藕种“吃”不到营
养。放水也很有讲究，初期水10厘米深；当藕“飘叶”时加
水至25厘米左右，再用发酵的牛粪、沼渣、沼液与泥混在
一起做成肥料块，分散到藕池里；当藕竖叶、开花时，再按
上述办法分施第三、第四次肥；最后一次要加施少量专用
肥，将水回降至10厘米深。这期间，可在藕池里养殖泥鳅，
又是一份收益。藕收获后，抽干水，将土晒干打松，第二年
再种藕。村支书告诉记者，用牛粪当肥料种植浅池藕，
比单纯销售牛粪，可增值15倍以上。

西潘安村
“巧”种浅池藕

□通讯员 李丽丽 记者 朱殿封 报道
本报德州讯 自11月1日起，德州市公安局德城分

局保安大队建立了对银行ATM设备实现监控的智能
监控中心，它将银行ATM设备监控、家庭联网报警系
统、GPS汽车监控等合并使用，真正实现多元化服务。
目前，该中心已实现对德州建行、工行和德州银行等共
计300余个监控点的视频实时监控，同时对市区1800多
家联网报警用户实现监控值守。

该智能监控中心采用先进的智能PC操作系统，租赁
百兆光纤进行信号传输，确保视频信号高清晰高频率传
输；同时设立了独立的局域网，确保信号安全保密传输。

银行智能监控中心
在德州运行

□马景阳 张珂 杨永杰 报道
本报桓台讯 “眼看天冷了，我们也有了

新房，这心里一直暖烘烘的。”10月底，家住
桓台县的魏芳领到了位于县城的祥泰花园小区
7号楼2单元302室的房屋钥匙。魏芳告诉记
者，由于家庭收入低，一家四口一直租房子
住，县里实行经济适用房政策后，她成为首批
300户受益者中的一员。

据了解，祥泰花园小区作为桓台县第一批
经济适用房，一期工程建筑面积32000多平方
米，总投资3270万元，可解决300户居民的住房
需求。建筑面积为26770平方米的二期项目目前
也已开工，完工后可再解决276户低收入家庭的
住房需求。

近年来，桓台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低收入
居民的住房保障工作，通过建设经济适用房、廉
租房和公共租赁住房、发放廉租房货币补贴等
形式，逐步满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为低收
入家庭构建起了住房“保障网”。截至目前，全县
已先后建设廉租住房144套、经济适用房300套，
鼓励和引导企业建设公共租赁住房1164套。

桓台300无房户
喜迁“暖心房”

消防知识进校园 11月5日下午，安丘市消防大队官兵走进该市汶水小学，为700多名学生详细
讲解了消防知识和发生火灾时如何报警等知识，并组织全校师生开展了灭火实战演练。

□宋学宝 张振升 报道

□李洁 刘燕 报道
11月12日，垦利县兴隆街道办事处人员，正在集市

向群众宣传党的惠农政策以及相关法律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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