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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臧志波

知识产权质押盘活企业资产

瑞阳制药有限公司坐落于沂源县，是一家
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化大
型制药企业。据公司财务处处长史秀刚介绍，
企业注重技术创新，每年研发投入近3亿元，
与清华大学、山东大学等30多家高校和科研机
构建立了常年科研合作关系。依托国家级企业
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山东省头孢类
原料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公司总部、济
南、上海和美国设立了研发中心。

2017年，该公司投资7 . 6亿元新上“7200万
支冻干粉制剂项目”，是市级新旧动能转换重
点建设项目。企业注重研发创新，农行淄博分
行为其持续提供信贷支持的信心增长，通过积
极创新担保方式，实现有效投放。

“大多数项目贷款是需要固定资产抵押，
但我们看好企业的发展潜力，针对可抵押资产
短缺问题，行里向上级行争取政策，在这个项
目上，成功为企业办理了知识产权质押贷款3
亿元。”沂源县支行行长吴光竹告诉记者，本
笔项目贷款采取土地抵押＋知识产权和无形资
产质押担保方式，既盘活了企业的闲置资产，
也解决了抵押物不足的问题，对支持新旧动能
转换具有重要意义。

在此过程中，农行沂源县支行第一时间梳
理新旧动能转换项目清单，分析项目可行性，对
接客户需求；贴近客户设计担保方案，充分挖掘
企业有效抵押资产；由省农行牵头，将项目落实
到人，实效要求到人，迅速收集项目资料，实
现了“受理-调查-审查”4周限时办结。

2018年初，项目顺利完工达产，带动500多
人就业，实现年销售收入十几亿元、利税1亿
多元。近5年间，农行沂源县支行每年都会对
该企业新上项目进行信贷支持跟进，累计发放
项目贷款15亿元。目前，瑞阳制药年销售收入67
亿元，5年内销售收入预计突破100亿元。

农行淄博分行副行长李瑞正表示，农行淄
博分行强化上下联动，围绕产业转型发展，深
挖“传统产业脱胎换骨、新兴产业加速崛起”
有效信贷需求，对重大项目逐户对接、定期督
导，提高审贷效率，信贷投放稳中有增。截至
5月末，该行项目贷款余额49 . 67亿元。同时，
围绕全市重大项目清单，立项符合政策、制度
的重点工业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14个，
融资需求46 . 53亿元。

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
年，坐落于临淄区，前身是中国石化齐鲁石化
公司直属集体企业，现已发展成为国内乃至世
界最大的碳四深加工生产基地，主要产品有甲
乙酮、顺酐、叔丁醇、MTBE等。2018年，齐
翔腾达的产品产量达到170万吨，年营业收入
达到279亿元，利润近10亿元，税金近9亿元，
入选“山东省新跨越民营企业”。

公司综合处处长姚军介绍，20多年来，齐

翔腾达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集体企业起步，如
今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康庄大道，这其中离不开
银行的信贷支持。

20多年来，齐翔人一直把“围绕主业，发
挥优势，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技术含量
高、附加值高、市场前景好的新项目，围绕碳四
产业链，做大做强做精，将碳四资源吃干榨净”
作为指导思想，不断改革创新、动能升级。

其中，投资24亿元的20万吨/年MMA项目
是企业新旧动能转换的重点项目，并获批省重
点建设项目。MMA为有机玻璃、高档油漆、
高端显示屏等的原料，下游产品PMMA被广泛
应用于照明器材、光学玻璃、光导纤维、飞机
座舱玻璃、防弹玻璃等领域。项目的优势是工
艺绿色环保、原料来源丰富，通过该项目，齐
翔腾达可以完成MTBE的产能转换，迈向产业
链价值的更高端。

农行临淄支行副行长王峰告诉记者，该项
目为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项目。目前，临
淄农行正牵头多家银行通过组建银团贷款的方
式给予支持。预计建成投产后，将为企业带来
26亿元的年销售收入。

“目前，国内的MMA30%依靠进口，齐翔
腾达上了这个项目，实现了上游产品的高附加
值利用，不但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节能减排、
市场前景广阔，还节省了外汇。”据王峰介绍，齐
翔腾达自2010年上市以来，农行临淄支行每年

提供信贷支持6亿元，累计投放近60亿元。

服务“三农”，建设现代农业

农行淄博分行持续深化三农事业部改革，
围绕建设现代农业、改善农村民生、深化农村
改革、农业农村发展等方面，服务“三农”。
截至5月末，全行涉农贷款余额153 . 77亿元，较
年初增加3 . 03亿元。

同时，加大农村信贷投放。支持城镇化建
设，以污水处理、风能发电、田园综合体、教
育医疗以及县域上市公司等建设项目为重点，
县域贷款较年初增加8 . 83亿元；支持种养植业
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主体发展，投放贷
款余额达1 . 97亿元；围绕品牌农业、休闲农
业，推进特色农业金融服务扩展到全辖县域，
打造“一县一产品、一行一特色”的金融服务
模式，围绕农地金融、推广“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抵押贷款”业务，累计为沂源苹果、高青
奶牛、桓台养殖等农业经营主体投放贷款，上
半年，新增“涉农网捷贷”1397万元，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贷款余额392万元。

该行还创新扶贫信贷产品。围绕农业产业
链，为龙头企业、上下游规模农户推广“生物
资产抵押”和“光伏农户贷款”等特色产品，
拓宽融资渠道，发放产业扶贫贷款余额1070万
元、光伏农户贷款余额54万元、“奶牛抵押”
贷款余额426万元。强化“鲁担惠农贷”专项
产品办法推广，利用省农担在担保流程、调查
审批流程上进行的创新成效，积极主动为破解
各类扶贫主体、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贷款担保难
题提供有效解决途径，目前，“鲁担惠农贷”
产品在桓台、高青、临淄等区域实现投放，今
年新增贷款525万元，贷款余额已达815万元。

围绕产业转型发展，深挖有效信贷需求，对接重大项目

金融活水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 本报通讯员 杜清亮 王哲

今年6月底，淄博市第八批援藏干部结束3
年援助生涯返淄。自1995年5月对口援助西藏自
治区日喀则市昂仁县以来，一批又一批的援藏
干部舍小家、顾大家，主动承担政治责任，与
当地群众同甘苦、共患难，书写了淄博援藏干
部的奋斗者答卷，为昂仁县提前实现脱贫摘帽
作出了淄博贡献。

蔬菜大棚撑起脱贫致富梦

淄博，地处鲁中；昂仁，位于西藏东南。
相距4000多公里，却因援藏而“牵手”。这个季节
的昂仁，蓝天白云，风光旖旎，景色秀美。

6月14日，在距离县城15公里的秋窝乡当通
村的蔬菜大棚，几位藏族群众正在侍弄棚里的
黄瓜、西葫芦。高原日晒充足，作物长势喜人。

“之前打工要到800公里远的阿里地区，
收入也不多。现在在家门口打工，一个月能收
入1000多元，对家庭状况有很大的帮助。”村
民德吉曲宗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

自2016年进藏以来，淄博市第八批援藏工
作组继承、发扬“老西藏精神”和“充满激
情、昂扬向上、勇于担当、敢打敢拼、团结和
谐”的淄博援藏精神，紧紧围绕脱贫攻坚这一
主目标，积极推动援藏工作与当地脱贫攻坚深
度融合。经过调研，投资334万元于2018年8月
建成了昂仁县标准最高、规模最大的蔬菜种植
基地——— 秋窝乡当通村蔬菜大棚，并成立了昂
仁县第一个规范化蔬菜种植合作社。

“之前没建温室大棚的时候，当通村老百
姓一年收入最多3000多元。”秋窝乡党委副书
记巴桑卓玛介绍，在淄博援藏工作组的大力支
持下，目前已经建了16座温室大棚。大棚采取
“合作社+承包户+贫困户”的经营模式，利益
链接30户贫困户，108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人均
年分红300余元，带动贫困户脱贫。每个打工
的贫困户不但每年有一万多元的收入，每座温
室大棚每年还能给村集体经济创收2000多元。

多个扶贫项目西藏开花

日喀则素有“世界青稞之乡”的美名。经
过充分考量后，淄博市第八批援藏干部投入引
导资金150万元，引进投资3000万元的全县第一
家规范化农产品加工企业——— 西藏金满地青稞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计划7月底投产。正式运
转后，既可以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还能为当
地政府上交可观的税收，被视为昂仁县脱贫攻
坚的龙头产业项目。

昂仁县桑桑镇出产的酥油是一绝，味香色
美。在淄博援藏干部帮助下，当地组织实施农
牧产品提质提效品牌认证工程，成功申报了桑
桑酥油、桑桑奶渣、桑桑牦牛、桑桑牦牛肉等
4个国家地理标志商标，提高了昂仁农产品品
牌影响力，带动了全县农牧产品生产及种养加
工业发展，使2 . 1万农牧民直接受益。

一个个精准扶贫项目，一项项精准扶贫措
施，搭起了淄博助力昂仁脱贫的脊梁。“只要
是有利于昂仁发展进步的、有利于改善民生
的、有利于两地互利共赢的，他们从来事不避

难、义不逃责、勇于担当。”昂仁县委书记李
有平这样评价淄博市第八批援藏工作组。

援藏项目建设全员参与，一线工作，手续
办理快、开工时间早、施工管理严、竣工验收
迅速，投入使用及时，三年援建重点项目两年
完成，被山东省管理中心组和日喀则市发改委
誉为援藏项目建设的“昂仁速度”。2017年12
月，淄博市第八批援藏工作组获得“援藏工作
先进集体”荣誉。

2018年全县实现脱贫摘帽

3年来，淄博市第八批援藏工作组加强扶
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让脱贫具有可持续的内

生动力。投入450万元实施了8类30余批次交流
培训项目，党政干部、基层党员、农村致富带
头人、教育卫生技术人员、农牧技术人员、文
化艺术人员、青少年等参与培训，两地共计
4000余人参加交流。

为保障群众脱真贫、真脱贫，淄博市第八
批援藏干部创新工作思路，加大扶持力度，因
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工作往深里做、往实里
做，将援藏资金向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领域聚
焦倾斜。

淄博市第八批援藏工作组组长、昂仁县委
常务副书记何恒斌介绍：“我们按照‘激情援
藏、真情援藏’的工作理念，把帮助昂仁县打
赢脱贫攻坚战作为援藏的第一要务。”

3年来，淄博市第八批援藏干部科学把握
对口支援的着力点和突破口，不断提升援助的
质量和效益，切实让老百姓见到变化、得到实
惠，尤其在农民增收、产业发展、脱贫奔康等方
面下功夫，推动援藏从“输血”向“造血”转变。

昂仁县平均海拔4513米，是山东省对口援
建5个区县中海拔最高、自然环境最恶劣、条
件最艰苦的县。淄博市第八批干部援藏期间，
正是昂仁县脱贫攻坚的关键阶段，经过奋战，
2018年全县实现脱贫摘帽。

对于离开昂仁县的淄博市第八批援藏干部
而言，“昂仁是第二故乡，我们愿意领着群众
一起改变现状，助力昂仁脱贫，展现淄博担
当。”

跨越4000多公里，因援藏而“牵手”———

助力昂仁脱贫，展现淄博担当 □记 者 程芃芃
通讯员 赵子萱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淄博市委编办按照加大

创新挖潜力度，统筹优化资源配置，做到有增有

减、保障重点，对市委“3+3”“双招双引”工

作模式的相关机构设置、职责任务、运行模式等

事项进行了充实调整，全面助力“双招双引”工

作再上新台阶。

据悉，市委编办利用改革期间压缩收回的机

构编制存量，重点向“双招双引”工作倾斜，先

后为市投资促进发展中心、市政府驻北京办事

处、市政府驻香港联络处充实编制20余名，为相

关职能部门服务全市经济发展提供保障。理顺

“双招双引”工作机制，进一步明确职责分工，

组织、人社部门负责全面统筹协调招才引智工

作，商务部门统筹协调欧洲、美国、日韩3个国

外区域的招商引资工作，投资促进部门统筹协调

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粤港澳大湾区3个国

内区域的招商引资工作。完善“双招双引”工作

激励分配机制，加强专业化“双招双引”团队统

一管理，实行“全员聘用、量化考核、按岗定

薪、绩效取酬”。专业化“双招双引”团队人员

工资待遇全部实行市场化管理，采取年薪制、效

益工资、协议工资等多种分配形式，充分激发干

事创业活力。

淄博优化编制资源

助力“双招双引”

□通讯员 刘克伟 报道
本报沂源讯 “李书记来了，街道硬化

了，喝上纯净水了，路灯亮起来了，我的手电
筒也‘下岗’了……”沂源县张家坡镇宋王庄村
75岁的宋炳法说。

宋王庄村是位于镇政府驻地西南4 . 2公里
的小村，全村共有村民146户432人。过去曾是
民心散、班子弱、村民致富无门的落后村。

宋炳法对此深有感触。前些年，他因脑血
栓后遗症，腿脚不利索，由于村里没有路灯，
天一黑，宋炳法就不敢上街，所以他有个夜间
出门必备品——— 手电筒。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李明星驻村担任第一
书记后，他第一时间进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
察民情、解民忧。多次召开党员会议和村民代

表会议，按照市委组织部“五必访、五必问”
的要求，广泛征求村民建议意见，制订了年度
帮包工作计划和两年帮包工作规划。

走访中，了解到大家对安装路灯的迫切需
求后，李明星向市水利与渔业局提交了申请，
用一个月的时间为村里安装了30盏路灯，确保
了每家每户都能在夜间安全出行。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驻村以
来，李明星在组织建设上，带领村班子进一步
健全完善了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做到重大问
题都由集体讨论决定，提高决策民主化、科学
化水平。有了好班子，村里的事业就干得顺风
顺水。在市水利与渔业局和市水资源管理办公
室的支持下，投资1万余元为宋王庄村安装了8
处摄像头，积极争取资金，投资8 . 7万元为村

里引进了净水设备，让全体村民喝上了放心
水，解决了村民多年来的饮水安全问题。

宋王庄村的生产路年久失修，通往果园的
两条主生产路总长度4 . 2公里，坑洼不平，下
雨天更是泥泞不堪，极大地影响了村民的生产
生活。李明星积极争取小流域综合治理项目，投
资150余万元解决了困扰村民的生产路问题。

李明星还领导群众成立果树专业合作社，
帮助村民拓宽销售渠道，提供技术指导，带领
村民突破个人种植发展瓶颈，引导村民创收增
收。积极组织参加认购第一书记帮包村爱心苹
果活动，认购爱心苹果3020箱60400斤，增加了
贫困果农的收入。

如今的宋王庄村，班子强了，村庄美了，
群众心齐了。

农行淄博分行立足淄博经济形势，坚持“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
民生、防风险”，全力做好新旧动能转换金融支持。

截至5月末，全市2019年新旧动能转换重大项目323个已全部对接完毕，
信贷支持企业/项目27个，贷款支持50 . 46亿元。同时，信贷支持省新旧动能
转换企业/项目5个、省重点建设企业/项目2个，共计18 . 44亿元。

第一书记上任，手电筒“下岗”

□杜清亮
王哲 报道

6月14日，
昂仁县秋窝乡当
通村的群众正在
侍弄黄瓜。

□记者 刘磊 报道
本报淄博讯 6月27日，记者从淄博市政府

新闻办公室组织召开的2019年第一、二季度诚信
“红黑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18年度淄博市
建设企业信用评价结果公布。

淄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对602家本市和
外地进淄建筑业企业进行信用评价后，评出
AAA级46家企业、AA级80家企业、A级422家企
亚、B级53家企业，山东天一建设有限公司被评
为C级，列入失信企业黑名单。

对404家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信用评价后，
评出AAA级企业30家，AA级企业50家，A级企
业322家，另有淄博春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山东万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家企业被评为C

级信用企业，列入严重失信企业名单。
对94家本市勘察设计单位进行信用评价后，

5家单位被评为AAA级，63家单位被评为AA

级，12家单位被评为A级，12家单位被评为B

级；对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给予“红
牌”警示，对青岛东盛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给
子“黄牌”警示。

对34家本市工程监理企业进行信用评价后，
10家企业被评为优秀，19家企业为良好，4家企
业为一般，山东祥云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1家
企业较差；对进淄监理企业进行评价，1家为优
秀，6家为良好，9家为一般，2家为较差；对多
家企业项目经理进行信用评价，评出年度优秀诚
信项目经理100名。

据悉，对信用等级评价中AAA级建筑企业
会实行激励机制，如优先推荐企业申报创优工程
项目和优先推荐部、省、市级的先进企业和在其
他方面的应用；对于年度评价较低的企业，将实
行惩戒机制，如全市通报、列入诚信“黑名单”
等，增加失信企业成本，逐步加以淘汰。

淄博市建设企业

信用“红黑榜”公布

□记者 刘磊 报道
本报淄博讯 6月28日，由淄博市人民政府

主办的第二届“齐鲁杯”工业设计大赛启动仪式
在山东理工大学举行。淄博市各区县工信部门和
制造业企业、设计公司、高校师生及新闻媒体代
表等100余人参加了启动仪式。

据了解，“齐鲁杯”工业设计大赛以“工
业设计引领新旧动能转换”为主题，凝聚着工
业设计作为创新链起点、价值链源头的卓越智
慧，展示了人们对制造业“科技+美学”的美好
憧憬。第二届“齐鲁杯”工业设计大赛的启
动，不仅能进一步激发设计机构、高等院校和
专业设计人才的能动性创造性，强化工业设计
的集成引领特性，发挥工业设计引领新旧动能
转换的作用，而且有助于推动淄博市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共同谱写淄博
工业设计发展新篇章。

第二届“齐鲁杯”

工业设计大赛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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