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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周读

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达集团”)今天宣布，集团旗下
拥 有 的 美 国 A M C 院 线 公 司
(“AMC”)以18美元的价格首次公
开发行18,421,053股A类普通股，
如加上超额配售，募集资金近4
亿美元；并于美国当地时间2013
年12月18日正式登陆纽约证券交
易所上市交易。AMC上市当日开
盘价为19 . 18美元，较发行价上涨
7%。AMC上市后，公司股权总市值
达到18 . 68亿美元，其中万达集团
持有股权市场价值约14 . 60亿美
元。据接近交易人士透露，相比当
时万达集团对AMC收购对价26
亿美元(其中19亿美元为承继债
务)中7亿美元的股权价值投入，并
购后一年零三个月，收益超过一

倍，创造了中国企业并购美国公
司，并在美国上市的完美纪录。

2012年万达集团收购AMC
时，适逢美国影院行业处于历史低
谷,AMC公司业绩持续低迷。万达集
团董事长王健林凭借其独到的眼光
和企业家的果敢魄力，拍板了收购
决定。在完成收购后，万达集团通过
持续性资本投入改善了AMC的债
务结构、推行了全新、高效的管理层
激励机制，并大力支持管理层进行
一系列以增强顾客体验为中心的业
务创新。此外，AMC还通过在影院
内配置头等舱式座椅、影院内餐厅
等措施成功实施了差异化策略，再
次领先竞争对手并有效实现了业绩
的大幅改善，最终使AMC这家百年
老店重新焕发生机。

对AMC的成功并购，使万达
集团文化产业的规模和国际形象
获得了极大提升，并由此带来一系
列积极的连锁效应和经济利益。并
购AMC之后，美国好莱坞开始与
万达集团就各领域的合作开展平
等对话；凭借着日益提升的国际影
响力，万达集团实现了青岛东方影
都项目的成功落地并召开了星光
璀璨的启动仪式，为该项目的建设
和成功运营带来积极地促进作用。

今年以来，美国经济持续复
苏，美国股市也出现历史性上涨，
股指在近期更是连创新高。万达集
团决定抓住这一契机迅速启动
AMC的IPO和上市工作，并在圣诞
节前夕迅速开展了紧锣密鼓的全
球路演，受到全球投资者的热烈追

捧，最终获得机构投资者6倍以上
的超额认购。AMC此次公开发行
所筹集的资金将主要用于削减债
务和经营用途，而上市将有助于
AMC优化财务结构、降低资金成
本、增强盈利能力，继续提升AMC
的市场价值。

万达集团王健林董事长表示，
万达已经具备按照国际市场规则来
收购和整合企业的能力，AMC上市
是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新起点。

这一天，带有“万达集团旗下
企业(A Wanda Group Com-
pany)”标注的AMC公司标识遍布
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大厦内外，彰显
着万达这一中国最大文化企业的
品牌影响和国际实力。也正因如
此，万达集团才能获得国际投资者

广泛的支持和认可，相信未来万达
集团还将会有更多的企业在全球
各大证券交易所持续上市。

AMC院线公司成立于1920
年，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电影院线公
司之一，旗下拥有3 4 3家影院和
4950块屏幕，占据美国票房的近
20%。

AMC公司拥有的影院多集中
在大型城市中心地带，遍布全美25
大市场中的24个，并拥有全美票房
最高的前十家影院中的七家。截至
2013年9月30日，AMC公司在纽
约、洛杉矶、芝加哥等美国10大市
场中，市场份额均位列第一或第
二；AMC公司在过去12个月创下
观影人次超2亿、销售额27亿美元、
净利润8160万美元的业绩。

美国AMC 院线公司在纽交所成功上市
并购一年收益翻番 创造中国企业并购美国公司并在美国上市的完美纪录

村民获得信托受益权

据了解，几年前土地流转信托概
念就已经出现，但多是政府成立的专
业机构作为受托人从农民手里流转出
的土地进行经营管理，并没有信托也
没有任何金融元素的介入。

而此次中信信托将把土地经营权
变为财产性信托项目，村民将获得信
托受益权，土地集约化经营后的地租
收益和浮动收益，将返还给村民。土地
经营权信托化，能更有效地实现土地
所有权、经营权和受益权的分离，提供
更广阔的发展平台，以市场视角导入
产业因素，规避现存的产业局限性。另
一方面，信托的介入也是“金融下乡”,
解决了长期以来农村难以得到更多金

融支持的问题。
据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蒲坚介绍，作为土地拥有者与流转经
营者之间的中介桥梁，中信信托把土
地流转原来自发、行政的捏合方式，转
变为信托模式，增加了土地的金融属
性，实现市场化有效增值，让农民分享
更多的财产性收入的同时，助力农业
实现向现代化农业的产业升级。

光挣钱不够，

劳动强度得降下来

虽说有钱了、日子好过了，但是村
民刘建亮的劳动量也跟着蹭蹭地上
窜。“以前虽然挣得少，但是种粮食就
忙那么几季，平时很清闲，现在种上大
棚了，一天也闲不着。”刘建亮和他的

妻子每天早上7点会准时进到大棚里，
拉开大棚上的席子后再打理、浇水、摘
菜，忙到中午抓紧回家扒拉几口饭，再
赶回棚里忙活，一直到傍晚才算结束
一天的工作。如果赶上冬天下雪，他们
两口子一步也不敢离开大棚，为了避
免积雪压塌了大棚，必须冒着大雪在
外面一点点除去棚子上的雪。

“虽说现在大棚的收益很好，承包
者的钱包鼓了，但是他们的劳动强度
也跟着大了。”孙国贞书记说，如今合
作社已经流转了1850亩土地，其中包
含很多外村的土地，租种者们在大棚
里种菜、打理全凭一双手，一点现代化
科技都不用上，尤其赶上要摘菜的时
候，承包者不仅要不停地蹲蹲起起，还
得想办法经过狭窄的走道将一筐筐蔬
菜抬出大棚，都是非常辛苦的。合作社

曾经想过要在大棚里发展现代化科技
农业，让“机器人”承担起一部分工作，
但是这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这笔钱
从银行贷款非常难，而且实施风险很
大，所以这个设想就被搁置下来。

眼下，中信信托的加入，给合作社
的发展注入了一股强有力的资金支
持，不仅可以解决科技支撑薄弱、研
发能力不强、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
还能帮助合作社在现代化农业发展的
路子上走得更远。“发展农业，种子
和苗子的成本占了很大比例。”孙国
贞书记举例说眼下合作社已经办起了
自己的育苗站，一年可以盈利六十七
万元，但是种子的研发还需要更多的
资金和人才，相信中信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加入后，有机会为合作社带来“想
要的”。

““活活””了了土土地地
富富了了农农家家

山东省首单土地流转信托项目在青州何官镇
南小王村签订合作协议，一时间，南小王村成了一
个典型，外人在羡慕其有这样“好运气”的同时，也免
不了好奇这个“大单”签订的前因后果。正如那句老
话说的，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其实南小王村早
在2008年就已经开始尝试流转村里土地，将零星分
散的一块块小农田整合成一片“希望之田”。

年收入几千元

到几十万元

刘建亮是南小王村的一名
普通村民，记者见到他时已经
是中午12点，顾不上吃午饭的
他依然在大棚里忙碌着，打点
一片绿意盎然、长势喜人的芸
豆。

“在土地流转以前，我家一
共有六七亩地，面积是不小，可
是太分散啊，一共四块地，还都
离得很远，只能用来种种玉米、
小麦。”刘建亮说，一年下来每
亩地里的粮食也就能卖个三四
千块钱，除去成本、人力，剩不
下几个钱。

合作社刚刚开始试着建大
棚的时候，“眼尖”的刘建亮就
赶紧承包了三个，每个大棚面
积占地三亩左右。当记者问及
起初租赁大棚是否有疑虑时，
憨厚的刘建亮果断地告诉记
者。“合作社给建好了大棚，还
有技术员不定时地进行指导；
周边蔬菜市场很多，销路也不
犯愁，还有啥不放心的啊。”

眼下，这三个棚已经成了
刘建亮家的“摇钱树”，三个棚
加起来一年的纯利润在30万元
左右，刘建亮摇身一变成了“有
钱人”。刘建亮告诉记者，平日
都是他和对象种植三个大棚，
有时候忙不过来了，就去劳务
市场雇人帮着干，一个人一天
100-150元。

蔬菜大棚

引来外村种植客

17日中午12点多，在南小
王村一处蔬菜大棚里，宋爱青
正在为黄瓜落菀子。

今年48岁的宋爱青是北口
埠村人，家里有五市亩土地，种
植了玉米和小麦。“我们家里也
有五市亩田地，但都很分散；村
里的土地也没流转，种植蔬菜
大棚的条件不是很成熟。”宋爱
青告诉记者，看到南小王村一
个个蔬菜大棚拔地而起，娘家
是蔬菜之乡——— 寿光的她和对
象一商量，到南小王村承包大
棚种植蔬菜。

2010年，宋爱青和对象在
南小王村承包了一个蔬菜大棚

种植蔬菜。为了方便管理，宋爱
青在南小王村租了房子居住。

“一年能赚个七八万元吧。”说
起现在的收入，宋爱青脸上乐
开了花。

在宋爱青家的蔬菜大棚
里，记者看到黄瓜和苦瓜套种，
目前黄瓜已经上市，市场价格
一块多一斤。

南小王村村支书孙国贞告
诉记者，她娘家是寿光的，种菜
有经验，现在在我们村里种菜
种得好也是数得上。孙国贞告
诉记者，目前合作社的蔬菜大
棚，外村人承包数量差不多占
了一半左右。

年轻人外出打工

没时间打理地

说起这些年村里的发展情
况，作为南小王村的村支书、兼
任晟丰土地股份合作社理事长
的孙国贞是最有感触的。

2008年9月，南小王村成立
了土地股份合作社，进行土地
流转，将村里所有耕地“化零为
整”，统一规划，而该村村民以
其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
股。

“在搞土地流转之前，村委
干部做过入户调查，超过八成的
村民都赞成我们这么做。”孙国
贞书记说，村里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外出打工，家里的地根本没时
间好好打理，而那些上了年纪的
村民也没有力气再种地，这种情
况下地里的收成肯定不好，一年
挣不了几个钱。如果把土地流转
给合作社，可以每年拿到926小
麦(以当年6月份小麦价格为准)
的保底，盈利好的时候还能每年
拿分红，村民算清楚了这笔经
济账，自然愿意。

“当然也有个别村民不愿
意，怕把地用来盖厂子或者干
别的，经过对他们逐一解释也
都同意了。”孙国贞说，合作社
成立一年左右就流转上来508
亩土地，几乎是村里可耕土地
的全部。而如今，村里所有的土
地都进行了流转。村民可以租
种蔬菜大棚，也可以到合作社
打工赚取工资。

村里的土地“收集”起来以
后，怎么规划发展成了摆在眼
前的难题，而邻村几户村民的

大胆做法给孙国贞亮了一盏明
灯。

老人免费住老年公寓

“他们一下承包了75亩地，
全部用来建大棚了。”孙国贞
说，自己长了个心眼，一直对这
个农户做跟踪调查，发现一年
下来，他搭建的大棚里收入最
低的那个大棚挣了8万元左右，
而收入最高的那个棚挣了13万
元。这样的结果无疑给孙国贞
注射了一针“强心剂”，他很快
开始着手向银行贷款建大棚并
向外出租。

“我们村里很多村民早就
有了种大棚的想法，无奈资金
不够。”孙国贞分析说，村里的
人有钱的不会想到来种大棚，
但凡想种大棚挣钱的肯定家里
没有能力一下掏出10万元来搭
建大棚。所以合作社将一部分
流转来的土地的大棚产权证和
土地证作为抵押，每两三亩地
可以贷款10万元左右，正好可
以建个大棚。然后，将建起来的
大棚承包给村里的村民，前两
年承包者不需要向合作社交租
金，只要还清银行贷款及利息
就可以，从第三年开始每年交
给合作社2 . 8万元的租金。

就这样，合作社从试建20
个大棚，到如今已经搭建起了
150多个大棚，不仅数量越来越
多，而且面积越来越大，已经从
最初的两三亩一个棚发展到现
在的五亩地一个棚，今年又规
划着再扩大到7 . 5亩。“现在五
亩的棚已经占了总棚数的一
半，一个棚一年下来纯收入能
达到15万元左右。”

孙国贞书记说，眼下村里
的村民都富了起来，不仅可以
拿到每亩地一年926斤小麦的
保底，还能拿分红，还可以租种
大棚来创收。“去年一亩地的分
红是1500元，今年估计能达到
1800元左右。”

记者看到，在南小王村的
北侧，一栋栋宽敞明亮的居民楼
已经拔地而起。“这些都是我们
村里的回迁房。”孙国贞告诉记
者，年底前就会有一部分村民入
住，明年全部入住。为了照顾村
里的老人，南小王村还出资建设
了老年公寓，老年人免费入住。

本报记者 王琳 李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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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刘建建亮亮照照料料着着自自己己家家的的33个个温温室室大大棚棚，，每每年年都都有有几几十十万万的的收收入入。。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孙孙国国祥祥 摄摄

青州土地流转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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