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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文化金融合作恳谈会召开

文文化化企企业业要要学学会会运运用用金金融融资资本本
本报8月25日讯(通讯员 娄延峰 记

者 郗运红) 25日，全市文化金融合作恳
谈会召开。会上，发布了《加快推进文化金
融合作的实施意见》，部分金融机构和企
业家代表签订《贷款协议书》。

由市委宣传部联合市文广新局、市财
政局、市金融办、市人民银行等部门制定
的《关于加快推进文化金融合作的实施意
见》正式发布。前期，市委宣传部、市人民
银行牵头组织了有关文化企业与银行机

构的对接，各银行机构、各企业积极参与，
各县区、部门、单位密切配合，共达成合同
金额3 . 8亿元，协议金额5 . 3亿元，使文化
金融合作迈出实质性一步。

当前，滨州市文化产业呈现蓬勃发展
之势，从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来看，2013
年，全市实现文化产业增加值61 . 82亿元，
占当年GDP比重2 . 87%，同比增长14 . 4%。
全市文化企业法人单位1330家，实现营业
总收入196亿元，资产200 . 7亿元，文化产

业从业人员45244人。随着文化产业的快
速发展，寻求与金融领域的合作，必将成
为滨州市文化企业增强发展活力、提升发
展竞争力的内生动力。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静说，目前，
滨州市文化金融合作尚处于起步阶段，主
要表现在融资量小，覆盖面比较低，一些
文化企业特别是小微文化企业没能得到
金融机构支持；文化企业与金融业沟通
少、信息不对称，限制了文化与金融合作；

文化与金融合作的基础配套体系不完善，
商业银行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产品和服
务创新不足等等。

文化金融合作是推进文化产业发展
的重要突破。文化企业特别是地方特色小
微文化企业在依靠自有资金积累发展的
同时，也要加快自身解放思想，从不敢用、
不会用金融资本到逐步学会运用金融资
本做大做强，努力把“小作坊”打造成现代
企业。

工工会会经经费费调调整整为为

44、、1100月月集集中中收收费费
本报8月25日讯 (通讯员 马镇 记

者 郗运红 ) 21日，全市地税代收工会
经费工作新闻发布会在市工人文化宫举
行。滨州市总工会、滨州市地税局、中国
人民银行滨州中心支行联合下发了《关
于进一步加强地税部门代收工会经费(建
会筹备金 ) 管理工作的意见》( 滨会发
[2015]41号)文件，工会经费有按季度申
报缴纳改为每年4月、1 0月两次集中收
费，收费方式调整为网上缴费或者上门
缴费两种形式。

自2015年10月1日起，工会经费(建
会筹备金)缴纳期限由原来的每季度申报
缴纳改为一年两次集中申报缴纳。缴费
单位每月按规定计提工会经费，每年4
月、10月集中向地税部门缴纳，其中4月
份申报上年度10月至当年度3月工会经
费，10月份申报当年度4月至9月工会经

费。2015年10月，申报2015年1月至9月应
缴纳的工会经费。

全市行政区域内在地税部门进行纳
税登记的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以
下简称缴费单位)，应拨缴的工会经费均
由地税部门代收。实行财政统一划拨的
行政事业单位工会经费收缴渠道不变。

企事业单位按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
2%拨缴的工会经费(建会筹备金)，准予
税前扣除。其中，40%部分向地税部门缴
纳，60%部分由各单位按月拨付本单位工
会。金融、邮电等工会仍按照原有比例向
地税部门缴纳工会经费。

缴费单位可采用登录滨州地税网上
办 税 综 合 服 务 平 台 ( h t t p : / /
binzhou.sdds.gov.cn/)或到主管地方税务
机关办税服务厅两种方式进行申报缴
纳。

土土炼炼厂厂藏藏身身交交界界处处

遇遇查查说说不不清清归归属属地地

本报8月25日讯(通讯员 李新庄
颜科 记者 李运恒) 25日下午，

滨州环保、利津环保以及公安部门、梁
才街道办事处等联合查处了一处非法
土小企业聚集点。该土小企业聚集点位
于滨州与利津县的交界处，浓烈刺鼻的
气味方圆几百米内的村民都能闻到，目
前企业已被取缔，负责人也移交公安部
门。

这处土小企业聚集区位于滨城区
梁才街道办事处与利津县北宋镇的交
界处，所占土地包括滨城区梁才街道办
事处的毛李村、利津县北宋镇的单家村
等多个村庄。据环保部门检查后发现，
此处土小企业分别有生物炼油深加工、
动物油炼制(地沟油)、小化工以及土炼
油，规模较大，但是只有部分开工。

“该企业藏身于滨州与利津的交界
处，增加了管理和执法难度，在环保执
法中对滨州方则称是利津的企业，对利
津方则称滨州的企业。”一位环保执法
人员称。另一位知情人则告诉记者，企
业的负责人是利津人，而企业所在地大
部分是在滨州境内。近日，不少当地村
民举报此企业存在刺鼻气味，随后，滨
州市环保局联合利津县环保局以及梁
才街道办事处、当地公安部门等进行跨
地联合执法。

记者在企业的小化工厂房区，可以
闻到极其刺鼻的气味，大量原料在地上
堆放，一些原料带上标注有四甲基哌啶

醇的字样，企业负责人一直没有透露这
是用于生产什么化工产品，并声称现在
还在试运行阶段。在小化工厂房的西
侧，是一处土炼油的设备，并有开工的
迹象，大量土炼油原料堆放在一边。环
保执法人员介绍，这处小炼油曾经被取
缔过一次，没想到又死灰复燃，而当地
一位知情人则透露，这里还曾经发生过
一次爆炸。小化工厂房的东侧是生物炼
油深加工和动物油炼制的厂房，刺激性
气味也十分重。

环保部门一位工作人员介绍，企业
只有部分营业执照等工商手续，并没有
任何环评手续，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设施
简陋，大气异味、水环境污染严重，是国
家明令取缔的土小企业。当地一位知情
人介绍，这个企业注册过一个名为滨利
工贸有限公司的名字，经营范围并不涉
及炼化方面。

经过查处，执法人员对土小企业的
供电设施进行了全面拆除，动用挖掘机
对企业锅炉、炼油设施进行铲除，将部
分关键设备、企业生产车间进行查封，
并将企业负责人移交公安部门进一步
处理。

环保部门表示，下一步，将根据新环
保法的有关条款，进行现场采样进行监
测，对土小企业的生产工艺、产品进行定
性，对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涉嫌违法犯罪
的行为，将依法移送相关部门进行进一
步处理，坚决做到发现一家取缔一家。

土炼油加工设备简陋，旁边就是村庄。 本报记者 李运恒 摄

土炼油加工区域堆放有大量原料。 本报记者 李运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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