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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中国现货第一平台———

山东寿光果菜交易中心强势登陆聊城
本报讯 有着中国现

货第一平台之称的山东寿
光果菜交易中心近日落地
聊城。

寿光是全国闻名的蔬
菜生产、贸易集散地，是久
负盛名的中国“蔬菜之乡”。
寿光蔬菜产业控股集团是
首批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
点龙头企业，作为国内蔬菜
行业的领军企业，近年来，
寿光蔬菜产业控股集团初
步构建起了蔬菜全产业链
运作的完整产业框架体系。
依托资源、品牌和产业化运
作优势，在成功运作天津、
北川农产品电子交易市场
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以“规

范发展”和“超常规发展”相
结合的战略眼光，不失时机
又组织建设了寿光蔬菜电
子交易市场，从而囊括了农
产品——— 菜果类的交易，占
领了农产品市场流通服务
体系的制高点。

山东寿光果菜交易市
场治理结构科学合理、授权
清晰，业务流程和管理制度
严密完整，并遵循“公平、公
开、公正、诚实、信用”原则，
借助“中国蔬菜之乡”的品
牌优势、资源优势和寿光蔬
菜产业控股集团的行业龙
头优势，致力于打造一个以
信息网络为导向，实物交易
为依托，新型、高起点、辐射

区域广、货物流量大、经营
规范的大型现货交易平台。

作为从种子、种苗到产
品果实的全产业链条的缔
造者，山东寿光果菜交易中
心的专业化运营，将给聊
城的果菜产业创造全新的
安全交易平台，提供详实
可靠果菜信息，拓宽果农
菜农增收渠道，稳定果农
菜农收入，实现现货交易
和网上交割，为服务聊城

“三农”作出积极贡献。同
时，山东寿光果菜交易中
心的落地，也将为聊城带
来绝佳的商机，先进科学
的县域代理模式已经让众
多创富者趋之若鹜。

市场环境逐步优化，上半年市场主体发展态势良好

全全市市市市场场主主体体总总量量突突破破2200万万户户
“近几年，全市市场主体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市场主体总量从10万户增长到15万户用了三年的时

间，而从15万户增长至20万户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全市市场主体总量首次突破20万户大关。”2014年
上半年，对所有工商人员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雀跃的消息，工商登记改革红利充分释放。

运河文化大码头

规划完成

今年上半年的聊城旅
游，更像是酝酿已久的一场

“蛰伏”，看似波澜不惊，实则
暗潮涌动，仿佛顷刻就会石
破天惊。

旅游业

本报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胡海涛

运河文化大码头

力争今年启动

因广受关注，聊城正在进行
的旅游大项目几乎耳熟能详。今
年上半年，这些大项目更是有了
长足的进展。

东昌古郡游憩区。运河文化
大码头规划已完成，1000万元国债
资金已落实，正在选择投资商，确
定投资主体，力争年内启动。古城
保护与改造项目，七贤堂、卫仓主
体工程正在进行景观绿化和细节
提升；县衙一期主体及任克溥故居
景点一期主体完工；保留建筑改造
已完成。四大街临街建筑商户牌匾
更换、西南片区小西湖景观施工陆
续完工。凤凰绿岛养生休闲区。凤
凰湖已动土开挖，部分基础设施已
完成。大型综合现代游乐项目已经
确认投资商，正在商议签约。马颊
林海度假区，已投入资金进行场地
平整和清理；购进鱼苗放养到项目
区，购进部分鸡、鸭、鹅等家禽进行
饲养，逐步建设和谐的生态环境。
黄河天音旅游度假区，按照规划，
分块进行建设。

编制阿胶5A级

工业旅游规划

今年上半年，聊城工业旅游、
乡村旅游发展如火如荼。已委托
美国著名旅游设计师编制阿胶5A

级工业旅游项目规划。以阿胶5A

级工业旅游项目为主要内容，整
合阳谷凤祥、高唐时风等工业旅
游资源，打造特色工业旅游产品。

乡村旅游方面。落实“双改”
政策，做好农家乐摸底调查及申
报工作。目前，10户以上整建制发
展农家乐，通过省旅游局验收的
有7个村65户。今年9月完成全市
约470户规模化发展6户以上村的
乡村旅游经营业户“改厕改厨”。

此外，成功创建临清市黄河
故道地质森林公园、莘县鲁西现
代农业示范园两个省级精品采摘
园。会同发改委培植一批省乡村
旅游示范县、示范镇、示范村、示
范点；创建一批省旅游特色镇、特
色村。

本报记者 谢晓丽 张超 窦晴

市场主体首次突破20万户
因为资金不足，很多有志之

士被挡在了创业的大门外。但对
于28岁的有志青年王志鹏来说，
这已经不是问题。因为市工商局
首次推出了“零首付”、“免登记”
等32条举措。分期付款也可以开
公司，个人从事修鞋、修自行车
等生活便利行业，可以免予办理
营业执照。聊城首次推出的优化
市场环境的32条意见，让聊城市
的各类企业突然如雨后春笋般
地多了起来。

聊城市工商局统计，2014年
上半年全市市场主体保持了良
好的发展态势。截至2014年6月
底 ，全 市 实 有 市 场 主 体 总 量

202302户，首次突破20万户，同
比增长28.84%，增幅位列全省第
一位。实有注册资本金2025 .20
亿元，同比增长34 .65%，增幅位
列全省第三位。其中，民营经济
市场主体达到19.6万户，首次突
破19万户，同比增长30 .04%，增
幅 居 全 省 第 一 位 ，注 册 资 本
1425.01亿元，同比增长38.1%。

自今年3月1日全国工商登
记制度改革实施以来，改革红利
得到充分释放。2014年上半年，
全市新登记各类企业5149户，注
册资本(金)156 .55亿元，均为近
五 年 之 最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87.65%、250.05%。

民营经济增幅居全省首位

上半年，全市民营经济总体
呈平稳运行态势，截至6月底，全
市民营经济市场主体达到19 .6
万户，同比增长30 .04%，增幅居
全省第1位。

其中私营企业达到2 .94万
户，同比增长33%，增幅居全省
第4位；个体工商户达到15 .8万
户，同比增长29%，增幅居全省
第3位。预计上半年全市民营经
济税收可达69亿元，同比增长
26 .3%；民营工业固定资产投入
可达410亿元，同比增长26%。

上半年，以聊城经济技术
开发区为主的钢管加工产业，
产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均略有增
长，但由于产品价格持续走低，

人工、能源等生产要素成本持
续上涨，导致该行业利润空间
大幅收窄，出现了个别小规模
钢管企业关停并转现象。

2014年以来，随着城市基
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自来
水工程的全面实施，企业接到
的产品订单不断增多，销售收
入较往年同期都有不同程度的
增加。

畜禽加工产业方面，受国
内外经济形势和H7N9禽流感
风波的深度影响，目前行业发
展情况依然不容乐观。阿胶及
其系列产品的市场需求量越来
越大，价格看涨，多数阿胶及系
列产品生产企业产销两旺。

新增金融机构是去年同期的近5倍

相信聊城不少人都记得这
两个日子：2013年12月29日，三
家外地银行聊城分行正式开业；
2014年5月28日，聊城四企业新
三板集体挂牌。来自聊城市工商
局的一项数据也见证了聊城金
融业上半年的发展：新登记金融
机构是去年同期的近5倍。聊城
出台支持金融业发展的多项政
策，正让这个城市成为金融业发
展的一块新洼地。

来自聊城市工商局的一项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新登记金
融业市场主体(含分支机构)114
户，为去年同期新登记数量的近
5倍，占新登记市场主体总数的
0 .5%，比去年同期高出0 .3个百
分点。截至2014年6月底，全市共

有金融业市场主体(含分支机
构)1066户，同比增长12.8%，说明
全市在推进金融改革方面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为市场主体提供
资金创造了有利条件。

5月28日，山东聊城市所属
山东昌润钻石股份有限公司、山
东五岳钻具股份有限公司、山东
广源精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创
新腐植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4家
企业同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新三板)集中挂牌，打
开了聊城市企业通向资本市场
的新通道。

去年，山东省出台“山东金改
22条”等系列政策后，聊城市“量
身定制”颁布了多项金融招商和
支持企业上市、挂牌优惠政策。 注：数据均使用当年6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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