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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杨国胜 都镇强
本报通讯员 王成波 孙军

亿元经济组织达22个

广文街道李家股份经济合作社于2009年12
月19日正式挂牌，标志着该村实现了“资产变
股权、村民变股东、农民变市民”的转变。

说起李家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福利待遇，股
民们都充满了自豪：除了每户有两套住房外，
还有面粉钱、供暖补贴、过年过节的福利、养
老保险费等，老党员、困难户的补贴，退休股
民的工资福利年年提高，每年合作社用于股民
福利的开支近500万元。

截至去年底，奎文区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总
资产达63 . 14亿元，净资产达35 . 02亿元，从
2012年开始，连续3年平均年增长6 . 6%和
7%；总资产过亿元的经济组织达22个，净资
产过亿元的达13个；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总收入
实现2 . 71亿元，其中稳定性收入1 . 38亿元，
连续三年平均增长16%和13 . 7%；社区集体经
济组织股东福利（分红）人均达到2274元，连
续3年平均年增长9 . 7%。

“奎文区的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初步呈现出
资产规模不断壮大、运行质量逐步提高、经营
收益逐年提升、股民得到更多实惠的良好态
势。”奎文区社区经济管理局局长周岳胜说。

为规范社区集体经济组织股权管理，奎文
区针对改制后各社区集体经济组织股权管理实
际状况，及时出台相关办法，对股东资格管
理、股权流转、股东资格终止等问题作出了详
细规定，特别是明确了股权的转让、赠与、继

承和遗赠等事宜，使经济组织的股权管理有章
可循。截至目前，共办理各种股权流转140
例。

奎文区建立了“三资”委托代理服务中心
和资产资源交易中心，对一定限额以上的交易
事项，全部纳入公开交易范围，严格履行公开
招投标程序，防止交易的“暗箱操作”，保护
集体资产安全运行。去年开展招投标以来，全
区共完成104笔，中标金额7485 . 47万元，增
加收入187 . 24万元，节约支出305 . 82万元。

“我们还深入开展经济合同专项清理，切
实抓好经营活动的‘源头’控制，对经济组织
存在的‘事实合同’、‘拖欠合同’、‘口头
合同’、‘口袋合同’等不同类型的问题合同
进行全面清理整治，共清理合同1982份，其中
问题合同865份，涉及金额3392万元，清收往
年合同欠缴收入700多万元。”周岳胜说。

夯实经济组织基础

“我们整个选举过程公开、公平、公正、
透明，每一步程序均通过全体股民或全体股东
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并于今年6月份圆满完成
了各社区经济组织换届选举工作。通过换届，
真正选出了懂经营、会管理、素质优良的董事
会和监事会班子。”奎文区广文街道党工委书
记赵天宝说。

奎文区不断加强经济组织的组织建设，积
极稳妥地指导经济组织换届选举，真正选出懂
经营、会管理、股东公认、结构合理的董事
会、监事会班子，健全董事会、监事会、股东
代表大会“三会”组织机构，为经济组织持续
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截至8月
底，全区已有18个经济组织完成换届选举工
作，占今年应开展换届选举总数的40%。

与此同时，奎文区建立完善了重大事项管
理制度，对经济组织经营管理任务目标、年度
预（决）算、对外投资、借款、举债、担保、
资产购置处置、“三会”成员调整等重大事项
履行民主程序作出了明确规定，切实规范经济
组织议事决策行为，推动经济组织健康运行。

“奎文区社区经济组织和社区居委会审计
评估中介组织信息库”是奎文区的一个创新举
措。通过信息库，奎文区公开选聘12家审计评
估中介组织参与审计评估工作，去年以来，共
对6家社区集体经济组织进行了重点审计，审
计金额近10亿元。他们还发挥街道经管站的
“三资”委托代理服务和日常审计职能，由街
道统一委派各经济组织会计人员，做好原始票
据的审查核对、库存现金监管等基础性工作，
切实把好“入账关”，保障经济组织资产安
全。

此外，为创新发展思路举措，推动社区集
体经济组织发展壮大。奎文区还制定长远发展
规划，出台的《关于促进社区集体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明晰了经济组织的产
业定位、发展路径、政策扶持、人才培育、监
督管理等问题，形成了加快发展经济组织的强
大合力，实现了集体资产的规模扩张和质量提
升。

仍有难题待解决

从奎文区人大常委会农村经济工作委员会
调查情况看，奎文区的社区集体经济组织股权
制度改革走在了全省乃至全国前列，作了艰辛
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由于没有现成
的经验模式可以借鉴和遵循，导致在运行和管
理中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困惑和难题。

比如，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发展不平衡，强
弱悬殊。由于城中村改造的时间、模式不同和
位置的影响，导致各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资源
呈现全部开发、部分开发等不同状态。

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存在资产经营方式单
一，发展后劲不足。随着“城中村”改造进程

的快速推进，多数经济组织原有的区位、资源
优势已开发利用，新的内生发展机制没有建
立，仍沿用租赁型的收益模式，绝大部分收入
都来源于房屋、土地等租赁经营和房地产开
发，产业经营范围比较狭窄单一，生财渠道十
分有限，难以实现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

对此，奎文区人大常委会农村经济工作委
员会调研组建议，应进一步加大社区集体经济
组织改革力度。要按照“多予、少取、放活”
的原则，逐步将经济组织的经济职能与社会服
务职能剥离，引导经济组织独立经营，公共事
务融入社区管理，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发展
壮大集体经济。要发挥典型带动作用，鼓励经
济组织打破土地、资源限制，探索经济组织与
国有资产经营公司间的合作，互相取长补短，
实现资源共享。

同时，奎文区还可以进一步探索社区集体
经济组织的开放式、多元化发展之路。鼓励和
支持经济组织盘活现有的存量资产，着重培育
发展自有经济，改变以租赁经营为主的单一经
济结构，向社区养老、餐饮等综合服务、物业
管理、农贸市场、高效观光农业、电子商务等
多元化经营转变，延伸产业链条，提高经营收
入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奎文区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发展迅速，但存在经营方式单一、后劲不足等问题———

长久发展仍需深化改革 □记者 都镇强 通讯员 李梦琳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奎文区25家小微企业抱团

成立奎文区工商联阳光商会，旨在不断拓展商会活
动空间，支持引导企业做大做强，使小微企业阵容
不断壮大。

据了解，阳光商会的目标是打造成小微企业向
往的温暖之家、民主之家，鼎力支持企业做大做
强。提倡小微企业诚信经商、诚信创业，加强经验
交流，提高产品质量，实现良性发展。此外，对于
会员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商会将积极帮
助协调有关部门，争取政策，协调资金，招聘人
才，诚心为会员做好服务工作，努力将商会建成小
微企业的温馨家园。

25家小微企业

成立阳光商会

□记者 都镇强 通讯员 玄成武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按照国务院、省、市统一

部署，奎文区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工作全面启动。
这次地名普查为期4年左右时间，主要任务

是：查清全区地名基本情况，全面采集各类地名的
相关属性信息；对缺失地名但有地名作用的地理实
体进行命名，对不规范地名进行标准化处理；依据
国家有关标准设置地名标志；建好地名普查档案，
实现档案数字化管理。

地名普查是一项公益性、基础性的国情调查。地
名普查的目的是提高地名标准化水平，加强地名信
息化服务建设，为社会提供全面准确的地名信息。

地名普查工作

全面展开

□记者 都镇强 报道
本报潍坊讯 为强化对行政审批行为的过程监

督，有效解决审批服务窗口存在的一次性告知制度
落实不到位、审批服务事项不即时录入在线服务平
台等问题，奎文区编办制定相关制度，加强预登记
管理，全面提升审批效率和服务质量。

奎文区编办在区政务大厅总咨询台设置审批服
务事项预登记窗口，专门负责审批服务事项预登记
工作，对已纳入区政务大厅集中办理的所有审批服
务事项均实行预登记。本着分批实施、稳步推进的
原则，首批将涉及固定资产审批的主要事项实行预
登记。

借助办公自动化网络，奎文区建立起“统一登
记、窗口受理、限时办结、全程监督”的运行机
制。预登记窗口将申请事项信息录入办公系统，网
上即时分发给各承办窗口。各承办窗口严格按照承
诺时限办理审批服务事项，限时反馈办理结果。

加强预登记管理

提升审批效率

◆核心提示：
潍坊市奎文区社区集体经

济组织股权制度改革于2008年

启动，2013年底全面完成，成

为全省首个整建制完成集体资

产改制的县市区。近日，奎文

区人大常委会农村经济工作委

员会组成调研组，对全区社区

集体经济组织股权制度改革和

运行情况进行了调研，并针对

如何发展好社区集体经济组织

给出建议。

□记者 都镇强 通讯员 李硕 报道
10月31日上午，由奎文区委宣传部主办的“衣衣不舍”旧衣物回收进社区活动在区东关街

道苇湾社区启动。活动倡导市民捐出家里的废旧衣物，由社会公益组织和专业环保公司进行收
集分拣和回收处理，其中品质较好的衣物将通过正规渠道捐赠给需要的人，较为残旧的衣物将
进行再生利用。本次活动共捐赠衣物1100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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