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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家中国企业已

在华沙上市

波兰是中东欧地区最大的
国家，也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最
大的贸易伙伴。仅今年以来，中
国和波兰之间就有包括山东在
内的十几个省份与波兰相关省
份签订了合作协议或备忘录。

中国驻波兰大使徐坚对记
者说，中东欧是丝路建设的枢纽
地区之一，中方的设想契合沿线
国家的共同需求。相信通过改善

“一带一路”交通和配套基础设
施，提高物流通路的便利性，将
为中波双方企业带来巨大的市
场机遇。徐坚介绍，山东省与波
兰在石油装备、采矿业等方面有
着良好的合作，不少山东企业在
波经营状况良好，已有3家中国
企业在华沙上市。今年的经贸投
资合作助推会期间，山东的企业
与波兰企业进行了频繁洽谈，达
成了数个合作意向，为日后合作
打下了良好基础。

通过港口自贸区，

立陶宛吸引山东投资

立陶宛位于东北欧，是波罗
的海三国中最大的国家，是欧盟
经济发展最快的新成员国之一，
也是中国在波罗的海地区最大

的经贸合作伙伴。
克莱佩达市是立陶宛最大

的港口城市，也是山东青岛市的
友好城市，两个城市间交往频
繁，港口合作也有着较大的空
间。克莱佩达市市长格鲁布利奥
斯卡斯表示希望通过城市的自
贸区，包括和青岛友好城市的基
础，更多地吸引来自山东、来自
青岛的投资。克莱佩达港口是立
陶宛最重要的工业和交通中心，
集装箱列车从成都经过维尔纽
斯到达克莱佩达港运行时间为
13天。港口方面表示，明年将邀
请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代表就新
丝绸之路建设带来的投资机遇
和商业机会进行研讨。

中国驻立陶宛大使刘增文
对记者介绍说，要客观分析立陶
宛市场特点，充分利用当地辐射
欧盟和独联体国家的区位优势，
选择合理的特别是立方重视的
投资合作领域，如设立高附加值
产品的生产、组装基地或物流中
心等。

“我们可以与中

国分享环保经验”

在赴波兰访问前，山东省新
闻采访团在北京采访了波兰驻
华大使塔德乌什·霍米茨基。塔
德乌什·霍米茨基介绍，在传统
领域，波兰与山东已经有合作，
如山东能源集团与波兰KOPEX

集团设立了合资企业，生产矿山
设备。还有可能合作的是农业，
波兰是欧洲最大的食品生产和
出口商之一，波兰的食品质量和
安全程度很高。

“我谈论的另一个领域是环
境保护，环保对于我们的社会越
来越重要，它对我们的未来一代
带来了挑战，也对我们带来了挑
战。我们看到了中国政府在解决
环保问题方面付出的努力。”塔
德乌什·霍米茨基说，波兰在环
保领域的成绩很多，因为波兰在
25年前环保系统还很差，重工业
污染很严重，水、空气和其他方
面也存在污染情况。

“20年来，波兰在环保方面
取得了很大进步。我们可以与中
国省市分享环保经验。因为我们

已建立了特定的支持和提升系
统，包括立法、政府资金、处罚、
专有技术。这些措施组成了波兰
的环保体系，被证明非常有效。
另一方面，波兰开发了很多环保
科技，非常有效且价格合理。”塔
德乌什·霍米茨基说。

“访问山东就像

回家看望老朋友”

立陶宛驻华大使丽娜·安塔
纳维切涅在接受山东采访团采访
时介绍，她不止一次到访过山东，
第一次访问和最近一次访问有很
大不同。当她2011年第一次访问
山东时，山东只是要拜访的又一
个中国省份，但是最近一次访问

山东时，就像回家看望老朋友。
“在过去几年，对我、对我们使

馆人员和立陶宛人民来说，山东已
成为一个特殊的省份，济南已成为
一个特殊的城市。我敢说对于在中
国的立陶宛外交官来说，山东是最
熟知、最了解的省份。我们很高兴
跟山东省关系非常密切。”

丽娜·安塔纳维切涅认为，
双方主要的合作领域是传统领
域。“我们需要更多的贸易、更多
的生意，把商界人士引荐到一
起。同时，我们需要进一步促进
文化交流，因为文化是将人民和
国家带到一起的重要工具。文化
是最容易懂的语言，甚至没有语
言，人们也能通过文化事件的表
达来相互理解。”

本报记者 张頔 整理

由省外宣办组织的山东省新闻采访团于12月上旬，
在波兰和立陶宛进行了采访。此次活动的目的是落实中
国—中东欧国家布加勒斯特会晤成果，增进国家和地方
之间的相互了解，宣传我国和本地区的发展成就。

本报济南12月21日讯（记者 张頔）
“一说起山东的服装产业，大家往往会

想到体量很大但步履迟缓的河马，而我
们的转型目标就是变成敏锐灵气的猎
豹。”在12月19日举行的首届中国（齐鲁）
国际时尚论坛上，我省服装企业的多位
负责人都吐露了这样的心声。

首届中国（齐鲁）国际时尚论坛暨山
东省服装行业协会年会是中国（齐鲁）国
际服装周的一个重头戏，山东省服装行
业协会会长刘建国首先对我省服装行业
的发展状况做了介绍。2014年1-10月，全
省规模以上服装企业累计实现产量
24 . 95亿件，累计实现销售收入1857 . 38
亿元，同比增长11 . 22%。

谈及我省服装业的“河马”比喻，刘

建国也认为行业转型势在必行。国内服
装行业的生产、仓储、营销、管理等方面
在近年来，表现出更多的探索与尝试，这
不简单是供应链管理，而更多是“模式创
新”，包括从思维模式上的变革。这样的
变革包括青岛红领基于信息技术协同下
的“高端定制”，多样化网络销售与线下
体验店的结合，设计师品牌的模式、集成
店模式的尝试等等。

“河马的体量虽然大，但位于食物链
顶端的却是猎豹。”品牌管理专家、复旦
大学教授卢晓在主题演讲中提出，只要
做出品牌，才能让企业在销售渠道中具
有更大的议价权。而目前服装产业整体
增速放缓的大背景，让粗放发展的老路
子走不通了，服装企业必须创新转型。

首届中国（齐鲁）国际时尚论坛在济南举办

山山东东服服装装业业要要““河河马马变变猎猎豹豹””

“一带一路”绘蓝图，我省新闻采访团走进波兰、立陶宛

丝丝路路枢枢纽纽地地 魅魅力力中中东东欧欧

本报济南12月21日讯（记者 杨传
忠 李虎） 21日，山东宏济堂制药集团
济南阿胶制品公司宣布，“九天贡胶与十
六种传统阿胶产品”正式恢复生产。因

“历史政策调控”中断阿胶生产近50年，
宏济堂高调启动“国胶复兴”计划，山东
阿胶产业再添一支生力军。

已经90岁高龄的老胶工靳士良告诉
记者，上世纪60年代初，宏济堂阿胶厂

（1909年创立）与东阿阿胶厂（1952年创
立）、平阴阿胶厂（1950年创立）都是山东
省药材公司指定的阿胶生产单位。“当
时，宏济堂阿胶的年产量就超过10万斤，
独占全省产量的半数以上，当然也是全
国最大的。”

1968年，宏济堂（时为济南人民制药
厂）遵从上级主管单位“指示”，将阿胶计
划生产任务转移至东阿、平阴两地，同时
被转移的有宏济堂的制胶设备和一部分
胶工。自此宏济堂阿胶淡出阿胶消费市
场。

山东宏济堂制药集团济南阿胶制品
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早在2002年宏济

堂与力诺集团完成战略整合后，“国胶复
兴”计划便重新启动。“我们遍寻老胶工，
经过不断改良生产设备，最终于2012年9
月恢复了传统制胶工艺并重启了古法制
胶生产线。未来，公司将全面进军以阿胶
为中心的大健康产业。”

山东阿胶产业再添生力军

昔昔日日胶胶王王宏宏济济堂堂重重出出江江湖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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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2月3日下午，采访团来到华沙股票交易所进行采访。（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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