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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牛远飞

民企发展难题待解

“2013年，全市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1795
亿元，占全市生产总值的34 . 3%；截至今年8
月，全市民营市场主体达到33 . 6万户，从业人
员达到138 . 57万人，约占全市从业人员的
50％。”从这组数据中不难看出，民营经济已
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济南市多次提出
“开创全市民营经济发展新局面”、“推动民
营经济做大做强”。

观念转变天地宽，民营经济的巨大潜能得
以释放。今年工商登记制度改革正式实施以
来，新登记市场主体呈现“井喷式”增长。今
年前8个月，新登记市场主体7 . 2万户、注册资
金716 . 6亿元，分别增长76 . 4%和222 . 4%，其
中，新登记民营经济市场主体户数、注册资金
数占比分别达到99 . 1%和82 . 6%。齐鲁制药、
宝世达、圣泉、力诺、玫德铸造等一批具有良
好市场前景的民营企业正在发展壮大。

但济南市民营经济与先进地区相比，面临
的困难、问题和差距仍然比较大。首先是市场
主体总量偏少，综合实力偏弱。济南市民营企
业既没有形成“铺天盖地”的蓬勃局面，也缺
乏“顶天立地”的龙头企业，市场主体总量在
青岛、潍坊、临沂、济宁、烟台之后列全省第
6位，全国民营500强企业山东有54家，全省营
业收入过百亿民营企业43家，济南市一家没
有。2013年全市民营经济投资总量占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的62 . 7%，低于全省18 . 1个百分
点。

其次，产业层次偏低，核心竞争力不强。

济南市民营市场主体以个体工商户居多，民营
企业仅占29 . 8%，其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超过
95%。济南市民营企业大多从事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交通运输、原材料初加工等处于价值
链低端的传统产业，从事先进制造业、高新技
术产业和研发设计等现代服务业的比例偏低。
大多数企业研发投入不足，自主创新能力较
弱，品牌意识不强，缺乏核心竞争力。

三是发展要素保障不够，营商环境有待提
升。存在行政审批复杂、耗时长，优惠政策落
实不到位，行业准入受限等问题；融资难、融
资贵，土地供给矛盾，普通工人难留住、高端
人才难引进等是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的难题。

为中小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

中小企业是民营经济的一大主体，如何让
这部分企业做大做强，决定着民营经济的发展
质量。为帮助中小企业解决发展难题，济南市
成立了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中心，为企业提供一
站式服务。

服务中心整合了40多家与中小微企业发展
相关的社会服务机构，可提供近百项各类服
务。记者在服务中心见到前来招聘的济南一家

中小企业负责人苗女士，她满意地说：“这里
有多家技能培训机构驻扎，很快就能找到自己
公司所需的人才，公司正在考虑跟几家培训机
构签订就业意向合同，形成企业与培训机构长
期对接。”

“缺钱”是中小企业说得最多的难处。如
何帮中小企业更容易地融资?如果将企业比作
一辆汽车，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中心就是一个修
车厂。中心主任毛明辉认为，为企业提供信息
咨询服务就是让企业先将油路、电路修好,也
就是基础构架做好。提供技术创新服务，就是
帮企业修好发动机，即核心竞争力。还要有好
的驾驶员，即通过资本学校更新理念，熟悉资
本市场规则。更不能跑错路，如果方向错了，
就会离资本市场越来越远，所以还需要一个导
航系统，即创业辅导服务。最后才是加油，即
通过投融资服务让企业做大、做快、做强、做
久。

济南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中心还开通“一
网一线”。所谓“网”是济南中小企业网，而
“线”则是济南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咨询热
线。通过这两种方式，配合济南市中小企业公
共服务中心的运行，全方位地为中小微企业打
造一个“家”。济南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中心

要建设国内一流、面向全市中小微企业的一站
式、综合性服务平台 ,为中小企业提供找得
着、用得起、有保证的服务。

民营经济迎来发展新契机

在刚刚召开的济南市民营经济工作会议
上，济南市提出力争到2017年底，全市民营市
场主体达到50万户以上、年均增长15%，私营
企业达到15万户以上、年均增长15%，个体和
私营企业从业人员达到160万人以上、年均增
长8%，民营经济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比重达到70%以上，民营经济增加值占生产总
值比重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左右。

济南市一位主要领导表示，将探索民营经
济发展指标纳入全市科学发展观综合考核体
系，形成上下协调、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
“在全社会形成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尊重企业
家和支持创新创业的舆论氛围。”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杨蕙馨认为济南市
民营企业已经度过了前期原始积累阶段，面对
日益激烈的竞争局面，民营企业面临着二次创
业、扩大规模、谋求做大做强的战略调整。因
此，从政府宏观政策到企业微观发展的角度选
择合理的发展模式将关系着济南市民营企业能
否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教研部副主任吴学军认
为，企业家队伍是一个城市最宝贵、最稀缺的
资源。加强民营企业家队伍建设，对于增强济
南市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加快推动济南市经
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相信，新政的出台，必将会踢开
民营经济发展的“绊脚石”，推动民营经济迎
来发展的春天。

解决民企发展难题，民营经济发展指标将纳入科学发展观考核

济南助推民企千帆竞发
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实体经济发展中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更是济南市“加快科学发展、建设美丽泉城”的重要

力量。济南市民营经济近年来发展迅速，但规模小、实力弱、层次低等问题

较为突出。能否实现民营经济的突破，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城市发展的步

伐。

□记 者 韩伟杰
通讯员 赵东云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记者从济南公交总公司
获悉，127路、140路将于10月14日起调整部分运
行路段。

据介绍，127路调整至由大魏公交车场南门
发车，沿大魏庄路向东再向北至二环北路向东恢
复原线，增设二十九中站点，撤销新徐站点，原
大魏西站点调整至大魏公交车场南门处。140路
调整至大魏公交车场南门发车，沿大魏庄路向东
再向北至蓝翔中路向东恢复原线，增设二十九中
站点，原大魏站点调整至大魏公交车场南门处。

另，因经二路、普利街施工结束，从10月13
日起，济南公交1路线恢复经二路、普利街运
行，32路线恢复经二路运行。

济南公交127路等

部分线路调整运行

□记 者 韩伟杰
通讯员 姜 维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0月13日，山东省标准化研究
院与济南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签署应用组织机
构代码合作协议。从即日起，市民拨打12345便
可查询全省组织机构代码基本信息。

据了解，12345市民热线接入组织机构代码
信用信息平台，是省标准化研究院推出的一项新
的便民服务措施，各类组织机构及个人可通过拨
打济南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电话，提供组织机
构名称关键词或组织机构代码作为查询条件，查
询全省组织机构代码的名称、机构类型、法定代
表人（负责人）、成立日期、经营范围等基本信
息和年度报告（年检）情况。

目前，全省已累计为202万家组织机构赋予
了全国统一代码，建立起了覆盖全省范围的组织
机构基本信息数据库。市民、企业、社会公众在
商务合作、购买产品与服务等活动中，可通过此
渠道核实合作对象的实名制信息。此应用拓展了
组织机构代码应用方式，是组织机构代码信息应
用和信息公开的有效创新，也为12345市民服务
热线增添了又一服务群众的新举措。

拨12345可查

全省组织机构代码

□记 者 牛远飞
通讯员 姜 枫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记者从济南金融仲裁院
了解到，仲裁院成立以来已化解金融纠纷数十
起，涉案标的达10亿元。为济南市金融机构和客
户构建了一个公正、高效、快捷、符合国际通行
准则的金融纠纷仲裁解决机制。

据了解，随着金融交易品种的日渐多样化，
涉及存贷款、股票、金融租赁、保险等金融纠纷
案件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为能高效地解决各
类金融纠纷，济南仲裁委员会去年5月成立了济
南金融仲裁院，“金融仲裁作为一种新型而便捷
的纠纷解决方式，具有显著的自主性、快捷性、
灵活性、专业性、保密性。”济南金融仲裁院办
公室主任杜静向记者介绍说。

仲裁院成立以来，在解决金融纠纷案件中，
提供从立案、财产保全、证据保全，到强制执行
的“一站式”专家服务。并积极为在济金融机构
提供金融仲裁业务培训，帮助金融机构提高运用
仲裁化解经营风险水平的能力，有效提升了仲裁
服务金融机构的水平和效率。

济南金融仲裁

化解纠纷数十起

□记者 田可新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由山东省音乐家协会、中共济

南市委宣传部、济南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济
南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主办，济南市歌舞剧院
承办的“歌海绮霞、情系中华——— 青年歌唱家韩
霞独唱音乐会”，将于10月18日19点30分在山东
省会大剧院举行。

韩霞，济南歌舞剧院独唱演员、我省著名青
年歌唱家。音乐会中，韩霞将演唱《爱我中
华》、《家在沂蒙山》、《谁不说俺家乡好》、
《小河淌水》、《清粼粼的水蓝莹莹的天》等经
典曲目。

韩霞独唱音乐会

18日举行

□韩伟杰 报道
10月10日，位于北园大街中段的公共吸烟亭无人“光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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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街头首现公共吸烟亭
市民多点赞，发挥作用还需引导

□记 者 申 红 韩伟杰

通讯员 郝 文 朱连栋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在人流熙攘的济南长

途汽车总站附近，3个玻璃顶木结构的小亭子

出现在行人的视野中。遮雨棚、木座椅、烟灰

桶，在街头专门设立公共吸烟亭，这在济南街

头尚属首次。
10月10日下午，记者在北园大街中段见到

3处公共吸烟亭。亭子外贴着“吸烟亭”以及

“争创文明城市 吸烟有害健康”的提醒，亭

中的烟灰桶上，可见些许烟蒂和烟灰。三处吸

烟亭由天桥区官扎营街道联合天桥消防大队、

中恒商城设立，分别设立在北园大街与济泺路

交叉路口附近，这里向北紧邻济南长途汽车总

站，向南紧靠中恒商城。人流量大，吸烟人群

相对较多，吸烟、乱扔烟蒂的行为随处可见。

而商铺林立的中恒商城，多是小商品批发零售

的商铺，在室内吸烟极易造成安全隐患。“为

减少安全隐患，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我们设立

了公共‘吸烟亭’，可以引导并规范吸烟行

为，也为行人提供了歇脚避雨的地方。”

每天下午6点从中恒商城下班，业主李先

生总愿意“先抽一根”。“商城里不允许抽

烟，以前都是跑外面抽，烟蒂不注意就随手丢

了。现在路边专门设立了抽烟亭，就比较注意

了，对烟民也是个提醒。”对于在路边设立公

共吸烟亭，不少受访市民都认为不错，“关键

是看能否达到效果。”

公共吸烟亭设立一周多时间，在中恒商城

做保安工作的于先生看到了这里的变化，“有

了这样一个公共吸烟区，商城的业主们都会比

较自觉的到这里来吸烟。遇到消费者在商场里

或者附近抽烟的，我们也会告诉他们室外有专

门的抽烟区域，劝导他们到吸烟亭来。”

因为处于下班时间，记者在公共吸烟亭外

守候的半个多小时里，未见到有人专门到吸烟

亭抽烟。而在附近路段，仍随处可见丢弃的烟

蒂和边走边抽烟的行人。于先生坦言，公共吸

烟亭发挥作用还需引导吸烟人群的自觉。

“有了专门的公共吸烟亭，能够提醒吸烟

群体不在公共区域随处抽烟，这应该是值得鼓

励并推广的。”市民张女士建议，要让公共吸

烟亭发挥作用，应当考虑人群更集中的区域。

“像公交站牌、市场、商场还有车站外，都应

该有这样专门的吸烟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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