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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44家家企企业业获获55553344万万元元““大大礼礼包包””
槐荫区将每年投入一亿元重点扶持五大产业

本报记者 于悦

1965万元资金
扶持23个文化企业

近日，山东世博华创动漫
公司收到了来自槐荫区政府的
100万元产业扶持资金“大礼
包”，主要用于该公司动漫版权
交易平台建设和支付房租补
贴，这对于公司老总王振华来
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从2007年到2017年，世博
华创动漫公司在槐荫区已扎根
十年，由几个人的公司发展到
如今百余名员工的规模，成为
省内动漫行业的排头兵和国家
级动漫企业。主要从事动漫创
意跨界融合、为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提供数字化产品服务。王
振华说，公司如今已入驻了全
新的办公环境，下一步将集中
打造国内第一家专业影视动漫
版权交易平台——— 世博动漫版
权交易中心。

“预计今年暑假前后就能
建成，将对接国内三大国际版
权贸易平台和全国100多家优
秀动漫企业。”王振华说，交易
中心项目概算投资1700万元，
集咨询、评估、交易、创投、保护
等五大功能于一体，建成后将
有望成为全国文化创意领域标
志性品牌。

2016年2月，槐荫区相继出
台了《槐荫区产业发展扶持政
策》、《槐荫区产业扶持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经槐荫区产业发
展协调推进领导小组研究，按
照《2015年度济南市槐荫区文
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计
划》，共扶持文化产业项目（企
业）23个，经费总计1965万元。
其中，世博动漫版权交易中心
项目被认定为新兴文化产业项
目。王振华说，这次获得区政府
100万元产业扶持资金，不仅缓
解了企业资金压力，也让项目
的做大做强有了希望。

同属文化产业的山东世纪
金榜科教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从
1999年起在槐荫区运营了18年
之久，从开始创业时只有两个
科目到全学科，从十几个品种
的出版物发展到4300多个品
种，世纪金榜成为集策划、编
辑、合作出版于一体的民营出

版企业。面对从传统出版到数
字化出版的转型，2016年世纪
金榜申报了数字交互式智慧课
堂项目，也获得了来自槐荫区
100万元扶持资金。世纪金榜总
经理袁立新介绍，这一项目是
以移动互联网、多媒体、智能操
作系统技术为基础的教学系
统，包括互动教学系统、网络管
道、终端应用及教育资源四部
分内容，是一个旨在实现“智慧
教育”的平台。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一次性奖励50万元

像世博动漫和世纪金榜一
样，这次收到槐荫区政府产业
扶持“大礼包”的企业共有104
家，涉及总部、楼宇、园区、文
化、旅游、会展、金融、工业、高
新技术、创业创新以及商贸流
通等11个行业。截至目前，槐荫
区累计兑现产业扶持资金高达
5534万元。

槐荫区发改委工作人员介
绍，槐荫区产业扶持专项资金
的安排以年度为单位，财政预
算确保每年保持1亿元的资金
规模，不重复累加。重点扶持符
合总部经济、楼宇经济、商贸物
流、金融服务、文化旅游、商务
会展等发展方向且达到相应条
件的企业和项目。

从成立至今一直立足槐荫
的九阳股份有限公司就在2016
年通过申请认定，获得了槐荫
区300万元的总部经济类企业
扶持资金，主要用于总部基础
设施建设、企业人才奖励和科
研设备的投入。

槐荫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副
局长惠健称，对包括九阳在内
的全区60余家中小企业，他们
采用现场调研、座谈会、调查问
卷等形式进行摸底调查，依据
全区产业发展扶持政策，制定
出台了《工业企业发展扶持政
策实施细则》。在技改投入、品
牌建设、贷款融资、标准建设、
拓展市场及上规入库等方面对
企业予以补贴、奖励。特别是在
企业上规入库方面，对首次通过
统计部门认定的规上工业企业
一次性奖励50万元，极大提高了
企业的认知度和参与度。“去年
我们定的工业首批扶持资金是
110万元，如今第一期下发了35
万元，对专精特新企业及新纳
入规模以上企业予以支持。”

被认定为首批高新技术企
业的济南新峨嵋实业有限公司，
是国内最早研制冶金炼钢用耐
火材料制品的企业，根据在槐荫
区产业扶持政策基础上出台的

“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扶持政
策实施细则”，新峨嵋作为符合
优惠政策的辖区内企业也获得
了资金扶持。负责人李雪称，他
们将借此加大对科研经费的投
入，使其占销售收入的比例由目
前的3.5%提升到4%。

华联鲜超进社区
如今已开至50家

济南华联集团是土生土长
的槐荫区老品牌企业，去年实
现88个亿的销售、2个亿的地
税，列济南市属商业企业的第
一名。近几年因遭受电商冲击，
实体商业的发展面临巨大困

难，华联集团也在不断寻找出
路，提档升级，在此过程中槐荫
区政府给予了不少支持，“区政
府没有仅仅扶持新兴产业，没
有忘记我们这些传统行业。”济
南华联集团执行总裁陈锡忠
称，他们也获得了槐荫区给予
的100万元产业基金。

2015年开始，济南华联集
团推出了“华联鲜超”，在家门
口给社区居民提供便利，其中
三分之一的面积供应生鲜产
品，目前已开设了50家。“开便
利店的头五年肯定是赔钱的，
我们的每一家店政府都给了一
年的房租补贴，同时政府也正
在推广家门口的肉菜专卖店，
这也切合了我们开店的初衷。”
陈锡忠说，华联正在进行“舌尖
上的安全”食品追溯体系建设，
槐荫区也给了相应的配套资
金。

改造提升包括华联在内的
商贸流通业是槐荫区商务局落
实此次槐荫区产业扶持政策中
的一个工作点。槐荫区商务局局
长翟福群说，除了华联鲜超，“只
要在社区里开办面积超过50平
米的便民肉菜店，我们都会提供
5万元资金进行配套建设，包括
货架、秤等设备，让居民下楼就
能买到菜，甚至未来可以上门给
老人送菜。”他们还给本区企业
金德利民300多万元建设便民早
餐工程，同行业的超意兴总部不
久也将来到槐荫。

对会展企业给予一定资金
支持也是槐荫区商务局产业扶
持工作的一部分，上海汇展商贸
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就收到了
来自槐荫区的30万元扶持资金，
总经理王涛称，他们准备将这笔
资金用于招商。目前王涛的公司
正在做三大会展项目：安防展、
广告设备展和婚博会，预计在
2018年建成的西部会展中心将
给予他们更多的发展机遇。“以
前我们去济南国际会展中心开
展，都要在那里住酒店，而且只
能办六七个展厅。西部会展中心
建成后，我们就可以把项目移到
家门口，办十个以上展厅。”

德迈产业园
将来要建国际城

去年10月8日，位于槐荫区
的山东德迈国际信息产业园项

目开工，这是一家以工业数码
打印，包括3D打印为核心的综
合产业项目，涵盖产业研发、加
工、制造、交易、产权、金融服务
等多个方面。

从2016年元旦来到槐荫
区，到10月份开工，再到今年完
成一期招商，短短一年的时间
德迈国际信息产业园的建设已
取得不小进展。“有的项目从注
册立项到拿地，三年时间都不
一定能办完，相比之下我们项
目的进展之快是一个奇迹，说
出去很多人都不相信。”项目负
责人周辉说。

德迈建设的飞速进展并非
仅仅是奇迹，《槐荫区产业发展
扶持政策》中就标明，对符合全
区产业发展规划的项目用地予
以优先保障，并依法减免相关
费用。进一步加大对上协调力
度，积极争取土地，利用年度计
划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周
转指标等政策，优先安排高新
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和高端装备制造业等
重大产业项目用地。同时精简
审批程序、压缩审批时限，在前
期梳理审批流程的基础上，建
立驻厅部门审批承诺制度和联
合审批制度，采取联席会议形
式，最大限度减少审批环节，压
缩审批时限。

为保证德迈国际信息产业
园的如期施工，槐荫区还投资
两三个亿，专门在项目周围开
辟了4条道路，区财政还划拨给
德迈1 . 5亿的产业扶持资金。
这一占地445亩、规划面积36万
平米的项目总投资15亿，分三
个时期、四年交付，第一部分占
地100亩的园区今年年底就要
投入运营，目前招商已满，今年
3月份将有3家企业正式签约。
第二部分明年3月份开工。

看到一期项目建设如此顺
利，周辉他们还打算在槐荫区建
设一个大的德迈国际城，这一项
目目前正在等待审批。“整个项
目预计占地2200多亩，包括德迈
国际信息产业园，另外还计划做
一个占地500多亩的智能制造产
业园，还有600多亩的高端医疗
检测项目，以及住宅和国际学校
等等。预计产生的收入在500亿
左右，能解决4万到5万人的居住
和就业。”周辉说。

（本版图片由槐荫区提供）

最近，来自槐荫
区文化、会展、消费、
制造等多个行业的
百余家企业纷纷收
到数十万至千万元
的“大礼包”，这些礼
包来源于槐荫区产
业发展扶持政策划
拨的专项资金。据了
解，槐荫区产业扶持
专项资金将确保每
年 1 亿元的资金规
模，重点支持智能制
造、生命健康、文化
旅游、商务会展、消
费物流五大主导产
业发展。

世纪金榜大厦

山东文化地标：省会文化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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