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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抢眼

政政府府帮帮扶扶给给企企业业打打了了强强心心针针
市属困难国企负责人：：要走出困境，改革是唯一出路

齐鲁化纤集团第一棉
纺织厂厂长王建平透露，从
2005年开始，由于长期收不
抵 支 ，企 业 一 直 欠 缴 职 工

“五险一金”。根据政策规
定，到了职工退休时，需要
一次性补缴，职工才能正常
退休。

“从今年开始，一棉职工

进入了集中退休期，2013年
共有300人退休，人均约需6
万元，共需1800余万元，除政
府救助的50%外，企业需自筹
900余万元。”王建平言语中
透出无奈，明年企业又有250
多人退休，每人约需8万元，
企业还要自筹1000余万元。
以目前企业的状况，已经很

难拿出这笔费用。
济南大易造纸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张增福说，企业已
经20年没招工，人员年龄老
化严重，这几年正好赶上职
工集中退休，每年都有200多
人，光企业自己需要补缴的
社保费一年就得1 2 0 0多万
元，这让企业压力很大。

随企业改革发展起起伏伏

纺纺织织女女工工经经历历
““四四次次上上岗岗四四次次下下岗岗””

“20多年里，随着企业改革发展
的起起伏伏，我先后经历了4次下
岗、4次上岗，一次次的希望与失望，
其中的辛酸与煎熬，我一辈子也忘
不了。”在会上，齐鲁化纤集团仁丰
纺织公司职工宋宜群难抑泪水。

自从1996年开始，整个纺织行
业开始走下坡路，为了维持生产，企
业号召职工集资购买原料，身为企
业职工的夫妻俩毫不犹豫地把仅有
的6000元积蓄全部交了上去。可即
便这样，企业还是难以为继，部分车
间停了产，自己和同事们也全部下
了岗。此后，宋宜群又多次回企业上
班，又多次下岗，经历了“四上岗四
下岗”，终于在2012年10月，回厂做
了仓库保管员，每月工资1100元。其
间，宋宜群摆过摊、打过零工，丈夫
突然病逝，自己独自抚养儿子，日子
过得很困难，有次儿子发高烧，得了
急性肺炎，家里所有的积蓄才不到
400元。

像宋宜群这样的市属国企困难
职工还有很多，齐鲁化纤集团第一
棉纺织厂厂长王建平在会上发言时

说，目前，一棉共有职工2603人，其
中在岗的340人，下岗自谋生路的
2263人。现在，全厂办特困证的职工
已达1012人，占职工总数的近40%。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企业开始断
断续续拖欠职工工资、医药费等各
项费用。”王建平说，目前，企业内债
高达3 . 61亿元，其中，欠职工工资、
集资款等1 . 42亿元，欠社保金1 . 39
亿元，欠职工医药费和医保启动金
1500多万元，欠住房公积金4100多
万元，等等。

“企业发展到今天，可以说是负担沉重、步履维艰，各种
矛盾和问题日积月累，像大山一样压得企业喘不过气来。”9
月30日，在济南市属国有困难企业和困难职工代表报告会
暨帮扶解困动员会上，市属国有企业负责人表示，企业发展
有不少困局，但政策帮扶给企业打了一剂强心针。压缩公费帮扶企业

目前，济南大易造纸有限公司
涉及的债务案件有256件，诉讼标的
金额累计人民币 2 . 3亿元、美元
1200多万元。大易公司的土地被判
决查封，“一旦执行，就等于从根上
断了企业的活路。”张增福说，他们
目前只能尽最大努力协调法院暂
缓执行，避免造成更大的不稳定因
素。

王建平透露，一棉的土地、房
产、设备都已经抵押给银行，厂区
近25万平方米的土地已被法院查
封，实际上，企业现在是靠经营别
人的资产而活着。“今年初，由于历
史债务问题，法院查封了企业的租
金账户，从2月份到现在，我们一分

钱都没领到。”王福全言语中透出
辛酸。

张增福说，长期不断的债务诉
讼，把公司拖入了无休止的官司，我
们很难有精力抓经营、谋发展。

“企业要想走出困境，改革是
唯一的出路。下一步，我们将按照
市委、市政府的要求，积极寻求改
革发展的新思路、新办法，探索企
业摆脱困境、重获生机的新举措。”
王建平说，同时，更加期盼济南市
委、市政府能够给予老国棉厂更大
的政策支持和资金帮扶，帮助化解
一些自身难以化解的债务，帮助减
轻一些企业背负的沉重包袱，帮助
企业整合资产走出一条新路。

保险金难清缴，职工退休受阻

“企业垮了，受影响最
大的就是职工。”山东华联
商厦政工部长王福全说，当
时的1400多名职工，除了28
名留守人员，一下子全都没
了工作，每月只能发二三百
块钱的生活费，更别提养老
和医疗保险了。有位职工小
马，因为退休家庭困难，拿

不起儿子的医疗费，导致儿
子听觉严重受损。

王建平说，现在，企业
光欠职工个人的钱，包括工
资、集资、医药费等，就已
经高达 1 . 5 2亿元，具体到
每个人，有的欠几千元，有
的则欠几万元，时间短的欠
了几年，时间长的已经欠了

近 2 0 年。“对此，很多职工
反映强烈，经常到企业要求
我 们 偿 还 欠 款 ，感 觉 很 无
奈。”

张增福说，他们企业一
共有7000多名职工，每人至
少欠了四笔账。“这些欠账像
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压得我
们喘不过气来。”

一企业欠下职工1 . 5亿

不少企业效益下滑以
后，开始拖欠银行、客户等款
项。王建平说，目前，齐鲁化
纤集团第一棉纺织厂外债已
高达2 . 5亿元，其中，欠银行
和资产管理公司1 . 6亿元、欠
税款 4 1 0 0多万元、欠客户

1000多万元，等等。“巨大的
外债成为企业求生存、求发
展的重大瓶颈，是我们面临
的一个跨不过的鸿沟、解不
开的难题。”

“大易公司拖欠外债数
额巨大，截至1998年9月，光

金融债务就欠了10 . 1个亿。
如果算上这些年的利息，将
会突破20个亿。”张增福说，
以大易公司目前的经营收
入，用于职工吃饭和维持生
产尚且捉襟见肘，想要再发
展实在有心无力。

企业外债成沉重包袱

困境中看到希望

报告会上，宋宜群讲述“四上岗
四下岗”的经历。 通讯员 摄

本报记者 陈玮

济南大易造纸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张增福 杨璐 摄

山东华联商厦政工部长王福全 杨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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