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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建立
千家招金银楼
——— 本报记者专访招远市市长张伟
本报记者 董钊

悠久的黄金开采历

史、丰富的黄金资源，这

些为招远市赢得了“中国
金都”的美誉。招远市市
长张伟在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由于黄金为
不可再生资源，实现黄金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应
有之义。目前，招远市正
在着手调整黄金产业结
构，纵深拉长产业链条，

以期实现长远谋划。

走出去要寻找的不只是黄金
“寻找黄金资源，我们不

能仅仅局限在招远市。”张伟
还提出，要加快“走出去”步
伐，积极稳妥地寻找资源。对

已经收购的矿山项目，招远

市将加快开发步伐，争取早

日投产、早日见效。

除此之外，招远市还将

寻找更多的有色金属作为加

工项目。张伟说，此前招远市

对铜、银、铁等项目涉及不
多，但它们的冶炼工艺与黄

金非常相似。

同时，今后招远市将重

点发展新型高分子材料、新

型建筑材料、新型生物医用

材料等新材料产业，以及太

阳能、风能等新能源产业，力

争用5-10年的时间培育形成

一批产业集聚、科技领先、生

态环保的新兴产业。

五年建立千家招金银楼
“在黄金本身深加工的

文章做足之后，我们还有很

多事情要做。”张伟说，目前

招远市的黄金企业发展很

好，应当利用现有优势探索

更多新的用金项目，比如工

业和医药领域，用金空间非

常广阔。

今后，招远市将拓展工业

用金领域，积极开发键合金

丝、银丝、硅铝丝和医疗用金

等工业用金项目，扩展应用领

域。做强黄金交易平台，继续

保持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白

银代理交易领先优势；壮大黄

金珠宝首饰业，以卢金匠为主

体，吸引国内外著名珠宝首饰
商加盟。同时，加大“招金银

楼”、“卢金匠”品牌宣传力度，

争取用5年时间在全国建立
1000家招金银楼终端零售店；

积极搞好资本运作，加大中矿

金业、招金励福等企业上市推

进力度，争取尽快上市。

年代大剧《大金脉》招远“掘金”
据悉，一部以“中国金

都”之称的招远市的黄金文
化为基调，由《闯关东》的主

创班底再次加盟出演和创作

的30集山东年代大戏《大金

脉》即将投入拍摄。

“黄金产业一直是招远的

支柱产业，随着经济发展的不
断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

要跟上步伐。”张伟表示，

“招远的黄金开采历史非常悠

久，其中孕育着丰富的文化内

涵。把黄金和文化联系起来做

文章，将会为旅游业和经济发

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张

伟坦言，招远在黄金旅游产业

和文化产业发展上尚处于起

步阶段，以前对黄金文化的推

广还不充分。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大

金脉》的制片人赵军，他表示，

目前《大金脉》正在剧本创作

阶段，预计6月投入拍摄，今年

年底杀青。该剧有十年的时间

跨度，以招远过去的一个金矿

为故事原型，讲述了黄金资源

在抗日战争中经历的风雨，该
剧也会像《闯关东》一样，展现
出山东人艰苦奋斗、不折不挠

的精神面貌。

民企成长
期待政策突破
——— 本报记者专访省政协委员、烟台市工商联主席夏晓峰
本报记者 董钊

民营企业与“蓝色”互动

近年来，烟台市国民

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民营

企业的发展密不可分。并
且，随着民营企业力量的

不断壮大，非公有制经济

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

越大。据夏晓峰介绍，如今

烟台的非公有制经济已经

占到国民经济的80%以上，

税收占到了60%以上，吸纳

就业的人数占到了就业人
口的80%以上。

“虽然民营企业取得

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由

于一些制约因素的存在，

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

和微型企业，还需要在政

策导向上进一步加大扶持

力度。”夏晓峰表示。

据介绍，目前烟台市
的民营企业有25 . 5万户，

其中上规模的有3500户，

绝大多数企业尚处于快

速起步和上升的阶段，这

就需要给予全方位、更完

善的扶持措施。

现在，随着山东半岛

蓝色经济区上升为国家

战略，民营企业的发展也

赶上难得的机遇。“蓝色

经济区不仅仅指的是发

展海洋产业，还有与之配

套的许多产业和领域，比

如制造业、高科技企业等

等。”夏晓峰认为，打造

半岛蓝色经济区，与民营

企业的发展同样密不可

分。

“‘蓝色战略’将对民

营企业转型升级起到良

好的推动作用，而民营企

业也将为蓝色经济区的

发展注入活力，二者应是

互动的关系。”夏晓峰解

释说。

一家企业用一个人 可解决20万人就业

夏晓峰表示，今年，

烟台市工商联将服务非

公有制经济发展，作为重

点工作之一。首先要搞好

调研，摸清民营企业发展

的现状和制约发展的症

结所在，并推动出台有关

民营企业发展的措施和

政策。

“从特性上来讲，民

营企业的市场反应能力

非常灵敏，适应能力非常

强，一旦有了适合民营企

业发展的环境和土壤，它

将迸发出巨大的活力。”

夏晓峰这样评价说。

谈到民营企业吸纳就

业的能力，夏晓峰用了一种

较为形象的说法：“除了

3500户上规模的民营企业，

烟台还有二十多万户中小

企业。而中小企业用人，许

多不用面向社会用工，如果

一家企业找一个亲戚来帮

忙，以20万家的基数来算，

就可以解决20万人的就业

问题；如果找到两个人，就

可 以 解 决 4 0 万 人 的 就

业……这样的数字，现在大

型企业也是无法做到的。”

全市推广莱阳经验

“融资难一直是中小

企业发展的瓶颈。”夏晓峰

说，今年，烟台市将推动建

立多层次、多渠道适合中

小企业发展的社会化金融

服务体系，比如成立更多

的担保公司和建立小额贷

款机构等，同时考虑加强
与银行合作。

夏晓峰提到，去年莱

阳市采取工商联做信誉担

保、中小企业联合担保、企

业之间相互担保的模式，

与一家银行进行了战略合

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也受

到了中小企业的欢迎。“我
们将总结莱阳经验，在全

市推广。”夏晓峰说。

在烟台，无论是仅有几
个人的微型公司，还是渐成
规模的中小型企业，民营经
济都为烟台的经济发展注
入了新鲜血液和活力。15

日，省政协委员、烟台市工
商联主席夏晓峰表示，更大
程度地激发民营企业活力，

还需要相关政策的扶持。今
年，烟台市将推动建立多层
次、多渠道适合中小企业发
展的社会化金融服务体系，

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
难”的问题。

黄金年产量增幅控制在5%左右
“从近几年来看，招远

市的黄金产量稳中有升，每

年提高 2— 5万两，上升幅

度一直不大。”张伟表示，要

加快步伐发展黄金产业，重

要的不是黄金本身，而是重

在提高黄金的附加值，这也

是黄金产业转型的基本点

所在。

张伟介绍，招远将确保

黄金年产量增量控制在5%左
右。“如何利用现有的优势和

企业规模，在冶炼加工方面

尽快实现产业升级，是摆在

转型企业面前的重要课题。”

目前招远市已经着手进

行黄金产业技术升级，提高

冶炼技术水平，提高黄金冶

炼成品质量。对于技术比较

好、规模比较大的黄金企业，

招远市决心做大做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