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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为金融改革注入活力

农村产权融资渠道越来越宽

□ 本报记者 都镇强
本报通讯员 高伟仁 刘家麟

作为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型实体，农民合
作社近年来发展迅猛。以昌乐县为例，截至2013
年底，该县在工商机关登记注册、取得法人代表
资格的合作社已达1229家。而农民合作社的发
展，也成为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发展
的重要推动力量。不过，农民合作社眼下也存在
着诸如单体规模偏小、人才匮乏、土地受限、资金
缺乏、缺少品牌等不少困难和问题。如何推动农
民合作社上档升级、突破现有局面，成为诸多农
民合作社及官方亟需解决的问题。

记者了解到，截至2013年底，昌乐县在工商
机关登记注册、取得法人代表资格的合作社已达
1229家，仅2013年就新增444家。2007年以来，这个
县累计入社农户达108940，带动农民14万人，联接
基地5万亩，实现总收入10亿元，盈余2亿元，盈余
返还1 . 2亿元。

“在这1229家农民合作社中，种植类合作社
有802家，占65%；养殖类合作社有184家，占15%；经

济股份合作社208家，占17%；此外还有农机、其他
农产品等合作社35家。”昌乐县农业开发办公室
相关负责人说，他们通过对昌乐县宝都、五图、乔
官、鄌郚、红河等5个镇街280户农民的调查对比，
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比未加入的农户每年增加纯
收入3000多元。

昌乐县宝都街道蔡辛村党支部书记刘庆告
诉记者：“我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在家种植西
瓜。但随着设施农业的发展，西瓜提前上市和反
季节栽培利润空间越来越小。一家一户、单打独
斗的种植经销模式已经不再吃香。在我看来，走
农民合作社的路子能够提高市场竞争力。”

在刘庆的带领下，蔡辛村8户农户于2008年4
月成立了昌乐宝城瓜菜专业合作社，走集蔬菜瓜
果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农民合作社道路。随
着合作社的发展壮大，蔡辛村已有311家农户加
入到该合作社中。“我们主要生产西瓜、南瓜、辣
椒、茄子等绿色食品。”刘庆告诉记者，合作社虽
然近几年发展较为迅速，但合作社的整体实力还
是不行，产品优质不优价的问题还未得到解决。

记者了解到，昌乐宝城瓜菜专业合作社的

“宝城”牌西瓜、南瓜、辣椒、茄子等先后通过了无
公害农产品认证和绿色食品认证，主要销往北
京、上海等地。“但合作社1600亩绿色食品基地，
能够由合作社统一销售的仅有300亩。合作社的
能力还无法让全部产品统一优价销售。”刘庆说。

实际上，农民合作社总体仍处于发展的初级
阶段，发展水平较低，面临单体规模偏小、人才匮
乏、土地受限、资金缺乏、缺少品牌等不少困难和
问题。例如，农民合作社的主体是农民，文化水平
普遍较低，除领办人具有一技之长外，大多数社
员不具备现代经营管理、市场营销、农技运用等
方面的能力。

那么，如何推动农民合作社上档升级、突破
现有局限？在刘庆看来，土里到底能刨出啥？懂不
懂技术是关键。所以，他们合作社非常重视社员
的专业技术培训工作。目前，该合作社80%以上的
劳动力获得了“绿色证书”和“农民技术员”证书。

与此同时，刘庆所在的昌乐宝城瓜菜专业合
作社与北京一家农业科技公司合作，开发北京高
端市场。“我们准备通过网络视频技术，让北
京市民随时可以在线看到大棚蔬菜生长情况，

借此打响我们的知名度和提高我们的市场竞争
力。”刘庆说。

昌乐县五图街道庵上湖瓜菜专业合作社则
通过“党支部+合作社”牵头、企业家参与、种
植户入股的方式，共同筹资600万元成立了庵上
湖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目前，该合作社已
经在潍坊、昌乐等地设立了果蔬直营店，并通
过电子商务的方式，打入了青岛市场。

在融资方面，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
“抵押难、担保难”的问题，昌乐县组织县内
外金融机构与合作社搞好对接，创新研发了多
种各具特色、可操作性强的金融产品。同时，
逐步探索合作社之间相互担保贷款路径，为合
作社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此外，昌乐县农民合作社的数量已经有一
定规模，但良莠不齐，真正规范运营、发挥良
好效益的仍然是少数。为此，昌乐县按照“规
范化、标准化、品牌化”的要求，在合作社质
的提升上下大力气，督促合作社建立健全相关
制度，严格按制度办事，规范管理运营。

合作社在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方面作用很大，但存在单体规模偏小、人才匮乏等问题———

农民合作社如何走得更好

□ 本报记者 郑颖雪 宋学宝
本报通讯员 于志君

实习生 杨馥菱

2013年12月10日，潍坊市印发了《关于进一步
加快全市金融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
了要在潍坊打造全省农村金融改革创新实验区，
设立齐鲁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如今，齐鲁农村产
权交易中心已开始交易运营，这个全省唯一的省
级农村产权交易机构正在拓宽着农村产权融资
渠道，为农村金融改革不断注入新活力。

土地经营权能贷款了

杨猛是潍坊光合庄园农产品科技有限公司
的总经理，他的公司在潍坊市寒亭区开元街道大
辛庄村流转了1000多亩土地，种植西瓜、萝卜等，
效益一直不错，因此，他萌生了扩大规模的想法。

“资金短缺是阻碍公司继续发展的最主要难
题，扩大规模必须有资金，但是农业企业的主要
资产就是土地和塑料大棚，我们没有其他抵押
物，找银行贷款很难。”杨猛说。

经过多方奔走，潍坊银行寒亭客服中心农村
金融部与齐鲁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协商决定，让杨
猛用公司流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作抵押申请贷
款。仅用了10个工作日，11月28日，潍坊银行就为
潍坊光合庄园农产品科技有限公司发放贷款60
万元。这是齐鲁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与银行合作发
放的首笔农业企业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

“这笔贷款的主要流程是，由潍坊银行和
齐鲁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共同准入的评估公司为
光合庄园拥有抵押物进行评估，形成银行、产
权交易中心和贷款企业三方共同认可的评估价
值。在此基础上，齐鲁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为企
业办理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登记手续，潍坊
银行以此为依据向企业发放贷款。”齐鲁农村
产权交易中心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解延春告诉
记者。

“以前我也找过一些银行和担保公司，但是
我们的土地、大棚都不能确权，无法进行抵押。潍
坊银行和产权交易中心创新的这种新产品，用自
己公司承包的土地和大棚办了抵押贷款，解决了
我们的难题。”杨猛说。

农村产权抵押范围扩大

“不仅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贷款，按照省
政府的审批，我们的主要经营范围还包括集体林
权、农村集体股权、水域滩涂养殖权、农业知识产
权流转交易以及信息发布等相关的配套服务。”
齐鲁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综合管理部经理孙国庆
告诉记者，目前该中心已落地的服务有农村产权
资产评估、农村产权抵押及质押贷款登记、农产
品信息发布、农业生产性工具及设施交易、农村
劳动力信息发布服务。另外，土地、农村资产收益
权资产证券化服务模式也正在完善中。

12月19日，在位于寒亭区的齐鲁农村产权交
易中心，解延春给记者展示了另一种农村产权贷
款方式。在该中心的系统中，记者看到，潍坊市奎
文区的孙女士用自己的股权所有证，取得了20万
元贷款。

“许多农村居民都在村集体占股份，使用股
权证抵押贷款，也是农村产权抵押的一种，最近
这种贷款很多。奎文区的孙女士每股股权价值接
近10万元，她用全家的股权作抵押，一共贷款20
万元。像孙女士这种情况，只需要拿股权证过来，
通过简单的审核，与银行沟通后贷款就到手了。”
解延春说。

孙国庆介绍，自今年11月初齐鲁农村产权交易
中心开发的农村产权抵质押信息登记系统正式开
放以来，共办理了6笔贷款业务，其中土地承包经营
权抵押2笔、集体股权抵押4笔，共计82万元。

搭建平台 多方受益

“从开始筹建交易中心，我们总裁李英华就
和同事们拜访了全国多家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向
他们取经。拜访中发现，目前国内很多农交中心
还局限在产权交易上，相应的衍生服务缺失。而
我们中心不仅具有5项交易品种，省政府批文中

还可以开展相关的配套服务，尤其是金融服务，
这在全国同类交易市场中算是一个创新。”孙国
庆说。

“很多农交中心所涉及的交易权证仍是由当
地行政部门对口登记，同一交易权证可能进行多
次抵押，这就会产生‘一权多抵’的金融风险。我
们中心的‘统一登记’就能避免此类问题发生，这
也是我们与其他农交中心的重要区别之一。”解
延春说，齐鲁农交中心已被潍坊市委、市政府授
权作为全市统一的农村产权抵押登记服务平台，
牵头建设全市统一的抵押登记数据库，使齐鲁农

交中心成为全国首个统一的农村产权抵押登记
机构。

齐鲁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之所以建立一个综
合化服务平台，最重要的原因是此项业务市场需
求巨大。仅潍坊市，目前全市集体所有的农用地
面积1106万亩，按年交易量10%计算，每年可流转
土地100万亩，年交易额12亿元，林权交易额1 . 8亿
元，大宗农业设施及农机具交易额可达10亿元。
在农业知识产权交易方面，年可办理抵押贷款鉴
证服务3000多宗，发放贷款30亿元。

对银行来说，齐鲁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给他们

带来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帮助他们迅速处理
不良资产，对抵押物进行流转。以前，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一旦出现不良，抵押的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因为缺少法律认可，进入法院处置
环节很难高效处理。

“在我们中心办理流转土地确权抵押登记
后，这笔贷款一旦出现风险，银行就可以按照合
同约定，在我们这个平台对抵押物进行挂牌拍
卖，实现不良资产的迅速处置。这样，就可使银行
的贷款得到有效保障，减少了银行发放贷款的顾
虑。”解延春说。

□ 本报记者 李 慧

大雪节气过后,平均气温都在零度以下，人
们真切感受到寒冬的来临。12月8日晚7点左右，
潍坊市区文化路与涨湎河交叉处的小广场上空
无一人。过去经常在这儿跳广场舞的李淑兰告
诉记者，天气暖和尤其是夏日晚间的时候，这里
非常热闹，跳广场舞、打羽毛球、唱歌聊天的市
民经常到晚上10点多才慢慢散去。“天冷了，怕
活动出汗感冒，上了年纪的人很多都有心脑血
管疾病，所以就不来锻炼身体了。可是晚上吃过
饭还都想活动活动，这不最近都约着去附近的

超市溜达溜达。”李淑兰说。
记者来到附近一家超市，发现好几位老人

聚在一楼空旷处闲聊。“虽然不能在这里跳广场
舞，但大家聚在一起聊聊天也好。”其中一位老
人告诉记者，她期盼在离家不远的地方能有一
些公益性的室内健身场所，让大家晚饭后或者
其他空闲时候聚在一起，活动活动身体。

据了解，潍坊市自2009年起着力打造市区
“10分钟健身圈”工程。截至目前,已经在市区的
广场、绿地、公园、河岸、社区及街道等建成大量
健身场地。这些场地极大地满足了市民的健身
需求，但由于多为室外，一到冬天来健身的就大
大减少。12月11日下午，在早春园小区的一处健
身场地内，偌大的一块空地上只有一位老人在
使用扭腰器健身，他告诉记者现在每天像他这
样坚持来这里锻炼身体的市民很少，大多闷在
家里看电视。

不少爱好健身的老人想在冬天坚持锻炼身

体，就把目光投向了一些商业健身俱乐部。但由
于这些健身俱乐部大多收费昂贵且对年龄有限
制，进入的门槛偏高，老人们多数只能望而却
步。记者了解到，潍坊市区大多数健身场所办理
的健身卡年卡费用在700元左右，条件好一些的
在1000元以上，而一些乒羽俱乐部收费昂贵，平
均一小时就在30元以上，条件稍好点的游泳馆
每次消费也在30元以上，并且大多健身会所有
明文规定，年龄限制在14～60周岁。

今年刚退休的张新强老人爱好羽毛球，由
于冬天室外风较大，就打算办理市区某乒羽俱
乐部的会员卡，可一小时就30多元的费用让他
打消了这个念头。“退休工资也不高，不能给儿
女造成负担。”张新强说。同时他也在想，为什么
不能有一些公共场所可以让人室内健身：“就像
咱们的公共图书馆一样，交个押金就可以为大
家伙儿，尤其是我们老年人提供健身场所，那该
多好。”

老年人爱健身，大冬天却只能超市里溜达———

何时才有公益性室内健身场所

□记者 郑颖雪
通讯员 孙晓红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记者近日从潍坊市统计局

了解到，今年前三季度，潍坊市农业和农村
经济发展平稳。其中，农林牧渔业实现增加
值35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8 . 7亿元，按
可比价计算增长4 . 0%。第一产业经济总量居
全省首位，占全省10 . 4%，增长速度高于全
省0 . 1个百分点，居全省前列。

据了解，由于气候干旱，潍坊市秋粮亩
产量同比减少2 . 7%，棉花、油料作物、烤烟
作物等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减产。但是，全市
农业规模化、园区化发展进一步推进。今年
以来，新建改建100亩以上现代农业(种植业)
示范区110个。

前三季度

农林牧渔实现

增加值357亿元

□记者 郭继伟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记者从潍坊市高新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11月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3
至10月份，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受理消
费者投诉举报553起，处结550起，处结率达到
99 . 4%，涉及物业收费、食品安全、油烟污染、
家具质量、预付卡等商品质量、服务等多个领
域；组织抽检369批次，检出不合格产品48批
次，不合格率为13%，立案30起，罚没款10 . 88
万元。

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宋百
杰介绍，居民对小区物业管理的投诉一直居
高不下。3至10月份，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受理
物业管理方面投诉共45件，其中物业收费投
诉有35件，主要表现在小区没有成立业主委
员会而物业公司单方面提高收费标准、小区
内车辆停放收费不规范、不按规定或合同约
定收取公共照明费、装修押金等。

今年3至10月份，潍坊高新区市场监管局
组织抽检食品288个批次，不合格食品37个批
次，不合格率为12 . 84%。不合格率位居前五位
的是酱腌菜、蜂蜜、水、熟肉制品、豆制品。工
业产品抽检了50个批次，不合格产品11个批
次，不合格率为22%。涉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
抽检31个批次，样品检验全部合格。

据悉，到年底，高新区市场监管局还将组
织开展各类抽检约420个批次。

高新区加强市场监管
投诉举报处结率99 . 4%

检出不合格产品48批次

□记者 宋昊阳
通讯员 马群庆 李大鹏 报道
本报昌乐讯 12月16日，记者了解到，

昌乐县人社局坚持“群众投诉无小事”的理
念，在综合服务中心设立举报投诉维权窗口
和案件审理调解室，落实专人接访的投诉举
报值班制度，确保投诉举报渠道畅通，并在
市民服务中心设立专门窗口，进行工作指
导，对符合受理条件的投诉，在接到投诉之
日起5个工作日内依法受理。

今年以来，昌乐县人社局共处理举报投
诉案件134件，为职工追回工资302 . 87万元，举
报投诉案件按期结案率达到100%，有效地保
护了投诉人的合法权益。联合信访、建设、公
安、法院等部门先后处理18起农民工群体上
访事件，为628名职工追缴欠薪1260万元，追
缴社会保险费19 . 8万元。同时，健全完善了突
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快速反应机制及重大案
件司法联运机制，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昌乐人社局畅通

投诉举报渠道

□记者 张 蓓 报道
本报临朐讯 近日，文化部公布了第六

批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推荐名单，山东临
朐华艺雕塑艺术有限公司被确定为第六批国
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我省仅有3家企业获此
殊荣。

临朐华艺雕塑是山东省规模最大的集雕
塑艺术设计、制作、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专业
雕塑企业，在全国雕塑企业中名列前茅，已成
为临朐文化的一张名片。

根据有关政策，获得国家级文化产业示
范基地称号的企业，将在资金扶持、信息服
务、宣传推广、平台建设等方面获得政府重点
支持，还可以申报各类扶持计划、荣誉奖励和
专项资金。

华艺雕塑获批国家

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宋学宝 王庆和 杨明慧 报道
12月11日，地处大山深处的青州市庙子小学的学生们在展示各自刚刚剪好的生肖羊作品，喜迎即将到来的新年。连日来，青州州市各中小

学校立足各自实际，通过举办诗文朗诵、绘画、剪纸等多种简单有效的形式，倡导轻松喜悦过生态年、绿色年、和谐年年。

□记者 郭继伟 报道
本报临朐讯 12月17日，全省首家新生

代商会——— 临朐县新生代创业者商会成立。
据了解，此次成立的新生代创业者商会

的50多名会员大多是子承父业的“企二代”或
“创二代”，年龄以“80后”为主，其中有3人为
“90后”。与父辈企业家相比，这批年轻的创业
者具有高学历、新思维、闯劲足等诸多优势，
都拥有“浪高更逐潮头立”的新生代创业梦
想。28岁的山东祥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董事
长孙华莹当选本届商会会长。

全省首家

新生代商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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