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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压缩公用经费筹资金，职能部门派人对接

济济南南出出招招，，助助““老老大大难难””国国企企解解困困

“济南是一个老工业城
市，这些国企曾经对国家的
贡献非常大，但是国企的机
制不灵活，自身的包袱太重，
在一些关键节点又错过了改
革的最佳时机，逐渐进入了
一 种 恶 性 循 环 ，失 去 了 活
力。”济南市社科院经济研究
所所长王征说。

“济南市这一次对国企
帮扶的力度是非常大的，但
是要想彻底解决国企的问
题，政府就要从‘慈父’转变
为‘严父’。”王征建议，对于

一些实在经营不下去的国
企，要采取关停并转的方式。

“国企还应建立起职业化企
业家队伍，有了优秀的带头
人，国企的发展才会更进一
步。”

作为曾经知名的老工
业城市，济南又该如何重拾
过去的辉煌？山东财经大学
经 济 中 心 主 任 陈 华 建 议 ，

“国企需要改革，给企业注
入活力，包括可以让管理层
持股，增加他们的责任和动
力。”“政府方面应该放权，

厘清政府与市场社会的边
界，不要过度保护企业，过
度保护就等于保护落后。”
陈 华 说 ，企 业 职 工 也 要 提
高 自 身 的 市 场 意 识 ，企 业
遇到困难了要找市场不能
找市长。

济南市委书记王敏也对
帮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衡
量和考核帮扶解困工作关键
看实效，看政策措施有没有
到位、企业是否焕发了活力、
困难职工问题有没有解决。

本报记者 陈玮 刘雅菲

国国企企应应建建职职业业化化企企业业家家队队伍伍

支招

9月30日，在济南龙奥大厦
G401会议室，宋宜群坐在了主席
台上，台下是400多名党员干部。她
是来自齐鲁化纤集团仁丰纺织公
司的一名职工，她是来“诉苦”的，她
才42岁，已经下过4次岗。这是发生
在济南市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征集意
见阶段的一次会议上的场景。

“困难国企和职工问题，是群
众路线征求意见中反映比较集中
的领域。”参与困难国企帮扶调研
的相关人士说，不少国企职工反
映，企业经营困难，职工工资以及
养老金、医疗费频遭拖欠。

济南市主要领导于8月29日召
开了座谈会，企业、职工以及济南
市国资委、发改委等相关部门参
与。“会上困难企业和职工讲述了
目前的处境，大家很受触动，有关
领导当场决定，要突破这个难题。”
上述人士透露。

经过近一个月的调研，《关于
推进市属国有困难企业帮扶解困
和改革发展工作的实施意见》出
炉。9月30日，济南召开国有困难企
业和困难职工代表报告会暨帮扶
解困动员会议，会上发布了《实施
意见》。

缘起>> 42岁下岗4次，女工诉说国企之困

一定还有不少人记得，“一机
床的工作服亲戚都借着穿”、“娶到
在省华联上班的媳妇了不得”……

如今，繁华不再。车来车往的
济南朝山街上，在装修精美的楼宇
间，隐藏着一家“奄奄一息”的老工
厂——— 济南美术总厂；长途汽车总
站附近的晨光安防用品市场背后，
更是有一家百年老企业——— 大易造
纸；有些老牌国企，已是人去楼空，
不经过多次打听，已很难找到厂址。

“欠职工内债4348万元；涉诉
债务总额本金 7 0 2 5万元，利息

11817万元；账面净资产-4242万
元；现有土地和厂房等均被抵押或
轮候查封……”这只是济南市一家
困难国企账本的一部分，也只是众
多国企尴尬处境的一个缩影。

济南市委相关人士透露，济南
市国资委对市属国企情况进行摸
底，了解企业资产、债务以及生产
情况，将大量拖欠职工各项费用、
长期停产半停产以及资不抵债的
国企统计起来，经过大半个月，挑
选了情况最严重的44家，列入帮扶
对象。

调研>> 摸底大半月，挑选44家“老大难”

帮扶要解决企业的难题，但又
不能包办，选择合适的人来干这个
活就显得尤为重要。济南市委相关
人士透露，当时分组有个大原则，
即副省级领导以及济南市委常委，
要担任大组组长，每个副市级领导
要担任副组长。相关部门副职任协
调组组长，长期蹲守企业，加大帮
扶力度。

在具体的分组中，济南鲁丰纸
业有限公司协调组由济南市发改
委三位工作人员组成，济南蔬菜公

司经营部由济南市商务局相关人
员帮扶。从分组来看，协调组单位
与帮扶企业多有工作关系，熟悉企
业情况。

“单纯的经济部门没有那么
多，就抽调综合协调力度大的部
门，比如国土、规划等部门，到各
企业帮扶。”济南市委相关人士
透露，选调的帮扶协调组成员，
都是业务过硬、与群众联系密
切，素质较高的工作人员，确保
帮扶效果。

担纲>> 副省级领导任大组长

选合适的人担纲帮扶，这只是第
一步，钱从哪里来？“预算都已做好
了，不能随便改，只能想其他办法。”
济南市委相关人士说，最终决定在保
证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压缩一下公用
经费，然后再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拿出
一部分钱，作为帮扶的资金。

10月19日，济南市委书记王敏
到大易造纸调研，他是第一大组
(大易造纸公司)的组长。这离市属
国有困难企业帮扶解困和改革发
展协调组工作会议仅过去了一周；
21日，济南市市长杨鲁豫到他任组

长的齐鲁化纤集团调研，并召开第
二大组调度会议；同日，济南市委
副书记雷杰任组长的第三大组也
召开会议。

“帮扶只是手段，激活企业内
生动力更为关键。”协调组的到来
让困难国企看到了希望。济南市合
成纤维厂党委书记杨进水说，由于
没有资金扩大生产，目前的生产规
模仍然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年
产1万吨。他们希望在协调组帮助
解决内债、外债问题下，奋力进行
二次创业。

措施>> 部分土地出让收益驰援国企

作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的一件实事，济南市决定
对44家市属困难国企进行帮扶，让企业职工看到了久违的希望。
帮扶困难国企，因何而起？困难国企到底有多难？谁来担纲？如何
帮扶？连日来，记者采访了相关部门和企业。

本报记者 陈玮 刘雅菲

说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辉煌，国企老职工张国良感慨颇多。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济南合成纤维厂的工人正在厂房内工作。 本报记者 陈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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