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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信

编辑同志：
我是济南市一家公司的普通员

工。现在我遇到了二手房原户主户
口未迁走的问题，实在是没办法了。
我的孩子今年五岁了，明年就要上
小学，可是因为房子上已经落了一
个户口，导致孩子的户口无法迁入。
作为一名妈妈，我心里无比着急，也
对于原户主的不配合很伤心。

(读者 明霞)

——— 这事首先还得和原户主沟
通。同时，房屋所在地居委会或派出
所应发挥作用，帮一帮这位无助的母
亲。践行群众路线，可以从小事做起。

别让行业协会对企业“乱伸手”
——— 营商环境系列谈之一

说到营商环境，不能不谈到
政府行为。虽然它本身不创造财
富，但却对财富的创造有巨大影
响。制止乱执法、严禁乱摊派，让
伸向企业的“隐形之手”缩回，将
权力寻租的空间压至最小，是创
造领先的营商环境的应有之义。

目前，不少挂靠于行政机关
的行业协会都会出一本会刊。协
会运转、会刊发行，都需要经费。
钱从哪里来？大部分得由企业承
担。不承担也不行，因为这些协会
都有官方背景，实在是得罪不起。

国企和大企业可能对这些“隐形
之手”有一定的抵抗能力，对小微
企业而言，只有接受的份儿。但中
小微企业是我省企业的主体，全
省80多万户企业中，中小微企业
占总数的99%以上。让它们能顺利
健康成长的环境，才是好的营商
环境。

收取会费、摊派会刊，可能只
是“小儿科”。媒体报道，我省某市
77家无证照、挂靠政府部门、运作
不规范的中介机构和社会团体被
摘掉了“官帽”。新闻中说，个别中
介机构甚至与主管部门进行“收
益分成”。一位省政协委员说，部
分市的建筑工程意外伤害险由行
业主管部门指定保险公司承保，

由此多出两倍以上投保费。
这些行为，只是被报道出来

的一部分。行业协会依靠政府部
门充当干预经济的无形之手，势
必加重企业负担，制约社会活力。
中小企业生存不易已是一个不争
的现实，如此行为，无异于雪上加
霜。上个月底，长春为进一步减轻
企业负担，开始集中治理以行政
手段强迫企业加入各种协会、学
会、研究会等社团性组织，强行向
企业拉赞助、拉捐款、收会费，强
行向企业摊派培训、接待、出国、
展览、慈善、广告、报刊杂志征订
等各种费用的行为。重庆也审议
通过了相关规定，防止行政执法
机关以各种名目向企业摊派。

这些外地出现的和重点治理
的情况，在我省有没有、有多少，
应该好好审视一下、检查一下。

呵护好中小微企业，其实是
在呵护当地经济、当地的未来。因
为中小微企业不仅数量大，而且
解决了当地大部分人的就业问
题。在转方式、调结构的当下，发
展好中小微企业，也是提高经济
质量的重要途径。

当前，我省正在大力推行简政
放权，削减行政审批事项，到2015年
将基本完成全省性行业协会与行
政机关脱钩工作。割断伸向企业的

“隐形之手”，不仅可解小微企业之
难，更有利于打造透明政府、法治
政府，当大力推行。

李运恒

在《今日滨州》开办的“黄蓝
两区中小微记者行”栏目中，我采
访过多个小微企业。谈及生存环
境，十之八九的小微企业会提到贷
款难。一次采访，我与一家纺织企
业的老总在交谈中得知他在下半
年急需贷款购进原料。恰巧，我之
前认识某家商业银行的贷款中心
负责人，他曾嘱咐有需要贷款的企
业可以直接找他。听说有小微企业

要贷款，该负责人并没有像我预想
的那样积极。他首先打听该企业的
经营等情况，随后又问我企业有无
其他银行贷款。了解完情况，他说：

“让企业直接联系我们行的贷款全
国客服中心吧。”

另一位老板则告诉我：“银行
还是喜欢贷款给大企业，尤其是
一些房地产、石化等企业，对于我
们这种小企业，他们看不上眼，有
时候因为朋友关系贷款给我们十
几万，也只是杯水车薪。”

银行如此“嫌贫爱富”，何来
良好的营商环境、公平的竞争环

境？看来缓解小微企业贷款难，相
关部门还得多想办法、多努力。一
位小企业主曾对我说，他既是区
政协委员又是做企业的，关于小
微企业贷款难问题，连续两年提
到这个问题，可回音总是很微弱。

贷款难到底因为什么，可以
看看企业的经历。滨州一家纺织
企业，贷款今年到期，本息一并还
给银行，可是想续贷时，却吃了

“闭门羹”，原因很简单：企业缺少
抵押。“我现在缺的不是销路而是
稳定长久的资金链。现在资金链
断了，直接导致上半年亏损了。”

这家企业负责人对我说。
当贷款难题直接影响到企业

生存时，这个问题必须得抓紧解
决。因为当中小微企业贷款难经
营困难甚至倒闭时，对当地的影
响将不仅仅是税收，还会涉及就
业等各种社会问题。

小微企业贷款难，在全国都
是个普遍的现象，政府也要积极
想办法。滨州市中小企业局将开
展扶助小微企业的专项行动，希
望这些政策扶持能让小微企业更
加顺利、健康地发展下去。

(作者为本报滨州站记者)

银行“看不上眼”，小微企业贷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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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省委、省政府把“创造国内领先的营商环境”列为工作重心。省政府日前签发简政
放权意见，转变政府职能，这将促进营商环境的创造。本报今起推出“营商环境”系列谈和记者来
信，希望能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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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户主不迁走户口

我家孩子没法上学

记者来信·关注小微企业

编辑同志：
前几天，我的一名女同事的婆

婆突发疾病。十多分钟后120救护车
赶到，来了两男两女四名救护人员，
一名男救护人员见家里只有女同事
和小保姆在家，便说，还得需要两名
男同志帮助抬病人。我的女同事急
忙外出找人，最后花了60元钱，在路
上拦了两个小伙子，才把生病的婆
婆从五楼顺利抬上救护车。

现在，城市家庭基本都是独生
子女户，每家人口都不多。如果是白
天生病还好说，假如发生在深更半
夜，就是拿钱也不好找人帮忙。再说
了，抬病人也是一个技术活。因此，
急救部门一定要配齐配足救护人
员，不要让病人家属到处去找人来
帮忙。 (济南读者 宋振东)

救护车及时到

救护人员也要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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