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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烟台台首首张张新新版版营营业业执执照照亮亮相相
横版变竖版，增添“二维码”标识

部分大棚樱桃

将提前半月上市

仨仨大大棚棚搞搞采采摘摘，，一一年年增增收收十十多多万万
草莓采摘游火爆，农户足不出户赚大钱

本报3月3日讯 (记者 李
静 ) 3日，烟台市工商局行政
审批中心开出首张新版营业执
照，新版营业执照由横版变为
竖版，增添“二维码”标识，减少
了“实收资本”一项。

3月 1日起，企业注册登
记制度实行认缴制，企业年
检改为年度报告公示制度，
新版营业执照记载事项也随
之变化。旧版执照一年内仍
然有效，持旧照的经营者可
在2015年2月28日前更换新版
营业执照。

与旧照相比，新版营业执
照统一为一种照面版式，设有
正版和副本，大小与老版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的正副本相
同。新版营业执照由横版变为
竖版，增添“二维码”标识，减少
了“实收资本”一项。

“以前企业注册需要验资，
改革后，验资取消了，相应的就
没有‘实收资本’一项了。”市工
商局企业科科长鲍伟民说，“旧
版营业执照公司、分公司、国
有、外资等企业的营业执照都
是不同的，新版统一为一种照
面版式，统一都写‘营业执照’，
只在‘类型’一项中区分。”

拿到首张新版营业执照
的是经营者宫兆麟，他注册的
是控股有限公司。宫兆麟说，

之前他也注册过营业执照，特
别费劲，今天赶上办理新版营
业执照，最大的感受就是“省
事”。

工商部门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办理新版营业执照时，提交
材料规范共30个，比原规范减
少了34个。新登记申请书(登记
表格)共12种，比原规范的31种

表格减少了19种。据工作人员
介绍，减少的部分一个是删减，
一个是合并同类项，“合并的部
分占得较多，材料减少了，但功
能没减。”

工作人员举例，新《材料规
范》取消了对实收资本及股东
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时
间等方面提交材料要求；将公

司及其分公司、非公司企业法
人及其分支机构、营业单位等
市场主体变更登记由按登记事
项分项列举提交材料，合并为

“变更登记材料提交规范”一
项，相同的要求予以合并，不同
的要求分列，减少了材料规范
的种类，也方便企业办理变更
登记手续。

3日上午，记者在市工商局
行政审批中心看到，启用新版营
业执照的首个工作日，咨询窗口
不少市民扎堆咨询相关事宜。烟
台市工商局企业科科长鲍伟民
告诉记者，这次注册资本登记制
度改革的核心，就是注册资本由
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并

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件，激发了
市民的创业热情。

“我们这个窗口今天接待
了至少700人。”负责芝罘区企业
注册登记咨询窗口的工作人员
说，往年3月1日后，来咨询的市
民都会增加，但今年的增加幅
度特别大，和往年相比至少翻

一番。很大一部分人咨询的是
关于注册登记的，有的会带相
关的登记表格回去准备材料。

鲍伟民告诉记者，实行注册
资本认缴登记制，一些业务办理
也随之改变，经营者在办理业务
时需要注意一些问题。例如，当
公司股权发生变化时，如果股东

身份没有改变，应当办理备案登
记，如果股权转让导致公司增加
新的股东或者老股东退出，应当
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办理变更登
记的，应当提交转让方关于股权
转让的征求同意涵、其他股东同
意转让的答复。

本报记者 李静

一个咨询窗口一天接待700人

相关新闻

本报3月3日讯 (记者 吴江
涛) 由于气候条件比较好，今年
大樱桃开花较早，大樱桃上市时
间有望提前。预计4月初，烟台大
棚樱桃将上市，部分大棚樱桃比
去年提前半个月上市。

2日，在牟平区董格庄的颖
盛樱桃园，3 0亩的大棚里，到处
是白里透红的樱桃花，树下是忙
碌的工人。樱桃园的负责人姜学
军说，30亩大棚樱桃2/3是美早，
此外也有少量的红灯及其他品
种。

“今年大棚里温度升上来得
比较早，开花结果的时间也提前
了。”姜学军介绍，今年冬季，气
温比较高，大棚里的温度很早就
达到了樱桃开花需要的条件，棚
里的樱桃比去年开花早了半个
月。

“再有差不多一个月，果实
就成熟了，红色的果实一堆一堆
的，看着很喜人。”姜学军说，今
年大樱桃采摘和上市时间也将
提前，“预计4月4日，棚里的大樱
桃就上市，去年是 4月 2 0日才上
市。”

烟台大樱桃协会秘书长孙
庆田预计，早的话，4月 1日市民
就有望吃到本地大棚樱桃了。

今年气候条件比较好，棚里
大樱桃总体长势不错，每棵树上
结的果实也比往年多，如果后期
的养护得当，大幅增产是必然
的，而且很有可能创历史新高。
姜学军预计，自己棚里的大樱桃
收成会比往年好，“平均每棵树
大概能产30到50斤，多的话能产
六七十斤。”

孙庆田告诉记者，烟台大樱桃
比较受市场欢迎，但每年都是大连
等地的大樱桃上市比较早，本地大
樱桃虽然受欢迎，但没法参与竞
争。今年由于上市时间提前，更受
欢迎的本地大棚樱桃，价格有可能
高上来，“预计每斤要比去年涨10-
20块钱。”

姜学军说，去年棚里的美早上
市时间比较晚，4月20日才上市，价
格在60块钱左右，今年上市早半个
月，价格很可能会大幅上涨，“上市
时间早一两天，大樱桃的价格就会
有很大差别。”姜学军预计，今年价
格在80块钱一斤上下。

姜学军介绍，在往年，遇到提
前半个月上市的情况，价格要翻一
番。“往年这么早上市至少得100块
钱一斤。”姜学军说，大棚里所种的
美早，数量和质量都比较高，以往
主打的是礼品市场，政府部门等订
单很多。八项规定出台后，政府部
门方面，大樱桃的订单几乎不复存
在，今年大樱桃将主要靠社会或者
企业的订单支撑。

“大棚樱桃总体上供不应求。”
孙庆田比较乐观，八项规定对樱桃
市场的影响不会太大，即便没有礼
品市场，社会上也有很大的需求，
本地的大棚樱桃不愁销路。

本报记者 吴江涛

每斤大樱桃

预计涨10-20元

延伸调查

本报3月3日讯 (记者 代
曼 ) “电话从早响到晚，两部
电话都接不过来。”家住福山
门楼镇的郭永宝每天至少接
30个电话，都是冲着家里3个
草莓大棚去的。春季采摘游已
经成了市民近郊游的首选，越
来越多的城里人往地头钻，这
让一些草莓种植户嗅到了商
机，足不出户卖草莓，却赚个
盆满钵平。

“赏美景又能尝美味”，家
住芝罘区的于春雷这两个月就
采摘了4次草莓，“多数是陪家
人去，那个时候天冷没处玩，大
棚里暖和有春天的感觉。”

各种自发组织的采摘群
体也活跃了起来，在一家广
告 公 司 工 作 的 李 群 告 诉 记
者，自己参加了像健身俱乐
部、车友俱乐部等不同主题
的圈子，每周都会有人在组
织采摘活动。

“春节期间就有人过来采
摘了，最近每个周末都能接待
两三百人。”今年是郭永宝做采
摘的第8个年头，郭永宝说，以
前是自己找买家，现在是买家
找你，“足不出户卖草莓，还能
卖个好价钱。”郭永宝今年专门
租了7亩地，建起了3个采摘大
棚，“3个大棚干采摘，一年多收
入十多万元。”

烟台可供采摘的草莓大
棚多集中在福山、莱山等地，
而草莓采摘园大多是原来的

种植大棚转型而来，家住福山
东周格庄村的靳梅家里有6个
草莓大棚，现在5个可供采摘，

“如果卖给贩子一斤批发也就
15元左右，天气越暖和价格降
得越快，如果做采摘，不仅价
格能提上来，而且还省了人工
费用。”

不过，草莓采摘游也存在
着很多不足。记者调查了解到，

“来了就摘，吃完就走”，是目前
烟台大多草莓采摘园主要的运
营方式。

来自青岛的游客李先生曾
和朋友到福山摘过草莓，绕了
几圈才找到，“都是农户自家的
大棚，有的位置很偏，交通不方
便。”记者来到几处采摘大棚探
访发现，基本没有餐饮、娱乐配
套齐全的采摘园地，大多数采
摘点只是临时空出来的种植大
棚。

调查中发现，目前烟台旅
游市场很少有专门推出采摘线
路的旅行社，大多仍以论坛、
QQ群等形式来召集采摘游客，
省国旅烟台分社总经理刘延东
认为，“挂个牌子就搞采摘，形
不成规模，配套过于单一，很难
撑起一日游来。”

“产品趋于同质化，缺少特
色，配套不足，缺少整体的规
划。”相关专家认为，现在不少
所谓的采摘园仍停留在“有啥
卖啥”的阶段，很难打造品牌，
形成影响力。

“我想报名摘草莓，过个
特别的三八节。”3日，本报将
于3月8日开展第三期草莓采
摘活动的消息发出后，不少读
者来电报名参与。

3月8日妇女节恰逢周六，
本报第三期草莓采摘活动将
在这天开展。消息发出后，有
很多读者打来电话报名，王先
生告诉记者，以前三八节很少
给妻子送礼物，今年正好赶在
周末，“一起去摘草莓，陪她过
个节日。”相较前两期采摘活
动中报名读者多以家庭游为
主，本期活动接到了不少“闺

蜜团”，“我们单位的几个同
事，想组团过三八节。”

采摘前，“园主”给参与
本报采摘团的读者们提供了
几个挑选草莓的妙招，可以
观察草莓叶蒂部分，“好的草
莓是水红色的，叶蒂部分红
白分明是最好的，再就是用
手轻轻触碰草莓表面，硬的
成熟好。”

本报自驾采摘团将于3月
8日(周六)上午8点40分集合出
发，目的地在福山区门楼镇。
报名咨询热线：18615359061。

本报记者 代曼

“三八”节摘草莓，跟着本报走

宫兆麟拿到新版营业执照，相比过去的办理流程，他认为现在方便多了。 见习记者 吕奇 摄

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摘草莓。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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