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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刘 红 报 道

本报济南讯 “两个月内完成从融资授
信到资金到位，时间短、效率高，更比在资
本市场融资节约财务费用近百万元。”日
前，山东能源龙矿集团财务部主任会计师张
晖告诉记者。依托山东能源财务公司(下简
称财务公司)的融资平台，龙矿集团及时拿
到了技术改造所需的资金。

当前煤炭市场持续低迷，煤炭企业要想
从资本市场获得融资愈发困难，尤其是暂时
遭遇经营困难的企业，更是面临着项目贷款
难、启动难、企业脱困难的恶性循环。“越
是在市场下行、企业经营不利的时期，越要
发挥财务公司的信贷优势。”财务公司总经
理告诉记者。

这家隶属于山东能源集团的财务公司今
年1月刚刚诞生，恰逢煤炭企业生存环境急
剧恶化，在资本市场直接的体现就是煤企融
资难。为化解这一难题，财务公司在严格履
行各审查程序的基础上，积极向集团的重点
项目、重点工程给予贷款倾斜，提高办结效
率。目前，已向龙矿集团及新矿集团新巨龙
公司等投放贷款7亿元，并正在开展黄陶勒
盖、付村煤矿等8个项目的授信工作，有力
支撑了集团的减亏脱困。

资金支持，说易行难。刚刚成立的财务
公司，几十亿的资金从哪里来？靠的就是
“化零为整”。山东能源集团下属的生产经
营单位近500家，几乎家家都有个沉积资金
的“小池子”——— 几十万元、上百万元在讲
究高投入、大项目营造规模效益、集群效应
的能源行业几乎无法发挥撬动作用。为此，
自成立以来，财务公司打破集团原有财务架
构，开展了对各权属企业的资金归集，提高
资金利用效率，让分散各处的资金流入集团
总部的“大池子”。目前，归集业务进展顺
利，集团下属的新矿、临矿、肥矿、龙矿集
团和国际贸易、国际物流公司等共计195家
单位已陆续开展，扫出了沉睡在各成员单位

的资金。
汇聚细流成江河，快速到位的贷款及时

输送给了各企业，零散的资金也撬动起大项
目。如今，位于山西的盘道煤业已经顺利完
成技改，成为原平市第一座通过技改验收并
具备合法生产条件的矿井，大恒煤业和望田
煤业也正在有序进行联合试运转及验收。

对内降费让利服务各权属企业，对外利
用金融市场实现创收。新成立的公司业务权
限低，财务公司就抓住同业业务这一主业，
广辟运作渠道。同时，公司建立了同业定期
存款每日报价机制，实现存款利润的最大
化。截至目前，财务公司共办理同业定期业
务50余笔，上半年从外部金融市场创收7900
万元，为山东能源集团提供了更加专业和强
大的金融支持。

□记者 李振 通讯员 姜玉泰 报道
本报济南讯 集中采购使企业议价能力

提高，直接节约采购成本6000万元；汇聚优势
资源做强国际贸易，在市场下行中保持了交易
额的稳步提高，今年上半年，山东能源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下简称山能国贸)充分发挥协同优
势，带来了企业规模质量的双提升。今年上半
年，山能国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以上。

“物资供应中心集中采购的物资，凡是
公布价格超过市场价格的，使用单位可申请
自采。”对于山能国贸承担的采购任务，山
东能源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卜昌森做出了
这样的要求和承诺。山东能源集团成立之
前，6家权属企业所需物资全部由各单位自
行采购，采购费用千差万别：大企业、大需
求价格低些，小公司、需求少价格自然难以

压下来。进行统一采购、降低采购成本、高
水准保障物资供应，山能国贸成立以来便肩
负着优化权属企业物资供应的重任。

如何在保证质量的同时降低采购成本？
山能国贸利用山东能源集团电子商务平台，
通过线上贸易降低交易成本，2012年以来已
为买卖双方节约各种成本过亿元。山能国贸
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杨鹏介绍说，成立两年
来，电子商务平台发展势头迅猛，在线交易额
逐年攀升：2012年为14亿多元，2013年达44亿
多元，今年上半年就突破了26亿元。今年，山
能国贸与金融机构合作推出了“融聚宝”在线
融资服务，开拓出新的利润增长点。依托1800
多名注册会员，未来公司还将开展订单融资、
仓单质押等各项服务，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为杜绝采购招标过程中的暗箱操作，山
能国贸搭建了一整套完善的阳光招标体系。
将原有的自行招标变为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
专业招标。公司组建评标专家库，所有评标专
家从集团专家库中轮流抽取，7名评标委员从
法律、资质等方面对竞标企业进行全面审核评
估。从各单位零打碎敲的分散采购再到集团统
一采购，从买什么、用什么各家说了算到阳光
招标，山能国贸在市场上的议价权一路攀升，
今年上半年完成大宗物资集中采购额11 . 4亿
元，涉及品种146个，减少采购成本6000多万元。

在做好对内服务的同时，山能国贸发挥
国际物流优势，汇集优势资源开拓国际市场，
目前已形成济南、香港两地联动，深圳、青岛、
上海三点辐射的物流贸易布局，盈利能力逐
步显现：位于济南的公司总部集纳信息，支撑
分部业务；位于香港的宏锦国际开展大宗物
资转口业务，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70多亿元，
利润近700万元；位于上海泓舜仓储中心自去
年底启动以来开展轻资产运营，1-5月份实现
营业收入3 . 87亿元；具备信息、贸易、区位优势
的青岛办事处通过运营橡胶、钢贸等业务目
前已经实现盈利；深圳办事处培育出矿石、油
品等新的利润增长点，为山东能源集团构建
现代物流贸易大格局奠定了基础。

□潘晓荣 李 振 崔 鑫

上半年营业收入5 . 7亿元，同比增长
11%；利润6891万元，同比增长80%。在煤炭
市场哀鸿遍野的当下，山东能源临矿集团培
育的非煤板块山东玻纤却实现了逆势突破，
成为引领集团减亏增效的主要动力。细细的
“银丝”何以创造如此巨大的效益？日前，
记者来到山东玻纤，探访背后的秘密。

“目前我们的玻纤产量在全国位居前
列，总产能位居第四。”在高达20米、上下
两层的生产厂房里，山东玻纤副总工程师徐
茂忠对记者说。与煤炭一样，尽管当下国内
玻纤产业同样为产能过剩的问题所困扰，但
今年以来，山东玻纤的生产线却一直是马力
全开，供不应求。“成功的窍门就是以差异
化立足市场。”徐茂忠说。目前，在国内总
量达290万吨的玻纤产能中有近200万吨是池
窑法生产出来的E玻璃纤维，这也是当前市
场竞争最为激烈的产品。进入这一领域无异
于与众多强手过招。而山东玻纤另辟蹊径建
设了10万吨的中碱玻纤生产线，避开了大规
模的市场竞争，为企业占领市场赢得优势。

进入隆隆作响的窑炉车间里，顿时感觉
酷热难耐。原来，玻纤的原料主要是石英
砂，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石头。要想完成将
“石头”拉成丝的神奇变化，就必须先将

“石头”投进温度达1500摄氏度的窑炉融
化、化成液体。因此，窑炉车间里常年保持
近40摄氏度的高温。完成融化后，“石头溶液”
流入输送管道，温度随即降至1200摄氏度。再
进入拉丝车间进行拉丝。拉丝车间里，300台
拉丝机一字排开，“石头溶液”从管道里流出，
经过一小片布满微小孔洞的拉丝漏板流淌出
来，冷却后就变成了细如蚕丝的玻璃纤维。据
介绍，拉丝漏板采用的是耐高温的白金制
造，单片价值就超过200万元。

不难看出，作为一个煤炭企业的非煤产
业，山东玻纤的投入可谓天价。一边是效益下
滑、每花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的煤炭板块，一
边是投入巨大但却前景无限的玻纤产业，临
矿集团看中的就是玻纤项目能够让每一分投
入创造最大化的回报。徐茂忠介绍说，2006年
以前，山东玻纤采用的全部为坩埚法生产，生
产效率低、工艺落后、产品低端、能耗高且污
染严重，成本也居高不下，严重制约了企业的
盈利能力。为此，临矿先后投资13 . 8亿元建设
了4条池窑法玻纤生产线，打造出设计产能达
12万吨/年的沂水玻纤产业基地，又在去年并
购沂源产能3万吨/年的池窑拉丝资产，将优
势资源做大做强。规模上去了，盈利能力随之
提升。今年上半年，山东玻纤实现营业收入
5 . 7亿元，同比增长11%；实现利润6891万元，同
比增长80%。其中，中碱纤维、高性能玻璃纤维

和玻纤装饰壁布的生产规模达到全国第一，
装饰壁布在俄罗斯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四
成。细细的“银丝”成为临矿集团上半年业绩
答卷中令人惊艳的亮色。

经过冷却成形，玻纤被运送至包装车
间，卷成单个重达几十公斤的玻纤卷，记者
也得以在这里近距离接触这些“石头”化成
的细丝。色泽银白，既带着玻璃般的冰凉触
感，同时又有纤维般柔软的质地。玻纤究竟
有多细？记者从一卷高性能玻纤卷中分出麻
绳粗细的一小绺，捻开竟散出无数根极细的
细丝。“这一绺中就有2000根玻纤。”徐茂
忠介绍说。这种高性能纤维的强度、弹性、
耐酸碱腐蚀和耐高温性更高，已成为E玻璃
纤维的理想替代品。目前，该产品已成为公
司主要的利润增长点。

“经济下行、市场疲软对于企业来说虽
是危机，但却是企业转型升级，弯道超越的
时机。”山东玻纤董事长牛爱君说。为了进一
步将玻纤这一优势板块做大做强，目前公司
又从德国引进了世界领先的薄毡生产技术，
可生产电子电器、风机叶片、海水淡化、航空
航天等实用的高端用毡，正式投运后人均创
效高达1000万元。此外，公司还积极启动上市
计划。预计今年8月山东玻纤将完成上市初步
尽职调查，争取明年实现上市目标。

□记者 左丰岐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山东煤矿安全监察局获悉，从今

年第三季度开始，我省将每季度发布一次煤矿安全生产非
法违法企业信息，扩大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鼓励社会
各界监督，督促煤矿企业依法履行安全生产，打击非法违
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

山东煤监局要求机关各单位、省内各监察分局每季度
上报在暗查抽查、专项行动、专项督查、安全生产大检查
等行动中，发现煤矿非法违法行为且情节严重的企业信
息，以及因非法违法行为导致发生较大以上事故的企业信
息，并在其网站发布。

山东煤监局规定，煤矿企业安全生产重大非法违法行
为信息在省局网站的公示期最低为半年，较大以上(含较
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信息的公示期最低为一年。被公示
企业未按要求改正或屡查屡犯的，由所在辖区监察分局依
法从重处罚，并延长公示期。煤矿企业重大非法违法行为
在公示期间终止的，经核查予以移除。

□崔鑫 董立霞 报道
本报临沂讯 近日，山东能源临矿集团技师学院被山

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认定为山东省“金蓝领”培训
项目省级培训基地。

根据《山东省“金蓝领”培训项目管理办法》规定，
该院承担全省矿井维修电工、矿井维修钳工、矿井通风
工、采煤工等8个工种的培训工作。培训采取理论学习、
模拟操作和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培训费用由省财
政拨付。学员按教学计划完成培训后，由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统一组织考核鉴定，成绩合格者颁发国家高级技
师职业资格证书和“金蓝领”培训合格证书。

□任雯雯 边金龙 报道
本报莱芜讯 7月21日，莱芜市首个企业光伏发电项

目成功并网发电。
该项目为莱芜汇中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建设的示范性分

布式光伏电站，申请并网容量205kW，并网电压等级为
380V，预计每天发电800度，计划5至6年收回成本。

莱芜供电公司组织相关部门专家多次到现场指导客户
接电建设工作，对电气主接线、接入系统方案等提出了具
体建设要求，并根据接入系统方案和相关规定对逆变器、
配电柜、保护定值等设备及参数提出了要求和整改意见，
还向客户详细解释了分布式电源并网流程，为该项目的提
前并网发电奠定了基础。

临矿玻纤引领非煤产业突围

“石头”如何变“银丝”

临矿技师学院

成省级“金蓝领”培训基地

莱芜首个企业光伏发电项目

并网发电

我省将发布煤矿安全生产

非法违法企业信息

□郑立平 报道
本报青岛讯 台风“麦德姆”过后，国网青岛供电公司

迅速组织设备运维人员排查电力设施隐患，对所有的电缆
通道运行状态进行拉网式排查，主要查看台风过后电缆通
道的积水情况。相关运行人员及时记录上报通道积水隐患
后，该公司迅速组织人员对积水严重的电缆通道进行排水。

该公司经过连续几日的抽水排除，使电缆通道的积水
水位明显下降，确保了青岛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

青岛做好台风后电力设施

隐患排查

□通讯员 蔡海沧 记者 左丰岐 报道
本报威海讯 “当初建电站的时候我还有过担心，现在

是彻底放心了。”7月28日，威海市个人建光伏电站第一人董
向前收到首笔卖电款。据了解，董向前的个人光伏电站装机
容量为3千瓦，投运5个月，发电1704度，收入共计1236 . 25元，
其中包含电费624 . 51元和国家光伏补贴611 . 74元。

威海市对居民自建光伏发电站实施“免费接入，全额
收购”政策，免收系统容量备用费，并网申请受理、接入
系统方案制定、合同协议签署、并网验收、并网调试等全
过程不收费。个人携带身份证、户口本、房产证等相关材
料到威海供电公司客户营业厅即可办理，由威海供电公司
向能源主管部门实施集中“备案”。

威海发放首笔个人光伏卖电款

山能财务公司：资金归集小钱撬动大项目
山能国贸公司：集中采购议价权一路攀升

□ 李 振

对于深陷市场漩涡的煤炭企业来说，
“挖潜增效”几乎是家家必念的经。潜力在
哪里?如何挖？各家策略各有不同，而对于
组合而成的企业集团来说，发挥协同效益
则是最大的潜力。

家家有资源、家家有人才、家家有账
本，资源、人才、资金被困在了小圈子里，
难成气候。协同就是要将企业当做有机的
整体，要通过集约发展，围绕核心主业，锁
定重点区域，聚焦优质项目，提高产业的
集中度和管理的集约化水平。打破小圈
子，将各元素置于企业的大框架内进行重
新布局，便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让
小资金变成大资本，让“小散弱”变成实力

雄厚的大项目。
当前东部老区的煤矿大多进入资源

枯竭期，大批人员亟待安置，而资源丰
富的西部矿区很多却因缺乏专业技术人
才而陷入发展瓶颈。有效协同，将人
员、技术、资金等元素进行充分整合调
配，只需换换位置，就能让“过剩”变为
均衡。

通过把分散在各单位的资源要素聚
集在优质大项目上实现集中配置、集约
使用；通过财务平台进行资金的互融互
通，解决存贷双高的问题；通过对同一
区域的资源开发项目进行统一规划、合
理布局；通过将智慧成果、经验模式在
各单位间借鉴复制、取长补短，企业发
展定能够实现1+1>2的效果。

协同创效1+1>2

深化改革 加速转型 确保实现全年各项目标之协同篇

□杜爱军 陈建行 报道
7月30日，山东能源新矿集团伊犁

能源公司组织人员到维稳部队驻地慰
问，向驻守在新疆伊犁的维稳部队官兵
送上节日的祝福，并对维稳部队为维护
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创造良好的企业
外部发展环境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苗成标 报道
7月24日，在一阵喜庆鞭炮声中，

由山东煤机集团莱芜煤机公司制造的首
批出口德国的铸件产品顺利发货，实现
了该公司铸件产品出口“零”的突破。
图为该公司员工欢送出口德国铸件产品
发运出厂。

图为拉丝车间工人在做引丝作业。

□通讯员 付国 记者 左丰岐 报道
本报济南讯 7月28日，山东能源集团与山东焦化集

团签署煤炭购销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省内最大煤企与最
大焦化企业建立起煤焦互保机制，共同抵御市场风险。

根据双方企业之间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煤炭供需双
方在多年友好合作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加强和拓展合作，
稳定供货渠道，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签署了2014年
至2016年每年200万吨的煤炭购销战略合作协议。协议就
煤炭购销数量、产品质量、价格、货款结算和建立互保机
制、双方合作交流等相关事宜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

据悉，山东能源集团为省内最大、全国领先的世界500
强的国有煤炭企业。山东焦化集团以冶金冶炼、能源煤化
工、物流、科技、贸易为特色的产业板块，年产冶金焦和铸造
焦900万吨，独立焦化产能位居全国第一。

我省最大煤企

与最大焦化企业联手互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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