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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片区拆迁冻结，“冻住”企 业营业执照
经营近10年的小厂被迫停工，半年损失十几万元
本报记者 宋立山 见习记者 孟燕

近日，历城区郭

店办事处章灵丘村的

赵先生向本报反映，

由于雪山片区拆迁冻

结，他的个体工商户

营业执照到期后无法

续本，辛苦经营近10年

的模具厂被迫停工半

年多，损失已达十几

万元，可拆迁还迟迟

没有动工。

“辛苦经营八九年的小厂，
说关就关了。”19日上午，赵先生
一说起营业执照的事儿就一脸
无奈。大约八九年前，赵先生在
村里投资建设了一家小型模具
厂，注册资金为50万元，占地面
积3亩多，拥有七八间厂房。虽然
不是什么大厂子，但经过这么多
年的辛苦经营，每年的净利润也
能达到20多万元。

可是，正当模具厂生意越来
越红火时，不幸的消息传来。赵
先生说，建厂时他办理的是个体
工商户营业执照，按照规定每四
年要去工商部门换一次执照本。

今年年初，又到了换本的时候，
可郭店工商所却告诉赵先生，章
灵丘村位于将要拆迁的雪山片
区，该片区已经被冻结，执照本
不能换领了。这下可急坏了赵先
生，“没了营业执照，难道模具厂
干不成了？”随后，他多次找到历
城区工商局和郭店办事处反映
情况，但得到的答复均为：片区
冻结，不能续领执照。

“没有营业执照，咱不能违
法经营啊，除了停工也没别的办
法。”赵先生说，担心没有执照会
被工商部门查处，从今年年初开
始，模具厂便全面停工。

8月27日，本报曾报道在省城
纬十二路经营的徐先生，因道路改
造房屋冻结而无法更换营业执照
一事。当时，济南市建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企业工商登记虽然也被
列入了冻结范围之内，但并不是说
所有的工商手续都要停办。”

该负责人解释说，之所以在冻
结后要对一些行为进行限制，目的

在于防止征收范围内的单位和个
人出现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行为。

如果经营场所不发生变动，营业执
照的年检和更换都应该正常进行。

但涉及冻结房屋、要变更执照内容
的工商手续，则无法办理。该负责
人当时表示，他们会尽快向工商部
门发函将政策解释清楚。

本报记者 宋立山

每年损失20多万元，这可不是
小数目；经营十年的老客户尽数流
失，更让人惋惜。据记者了解，在历
城区雪山片区范围，因为拆迁冻结
无法继续经营的业户并不少，更有
业户刚交完昂贵的房租，便无奈停
业。年初以来，国务院出台多项政
策扶持小微企业发展，又免税又免
费，这让很多小业主心生希望。但
让人遗憾的是，为啥每一次拆迁，
都会让这么多小微企业受到影响？

其实赵先生的悲剧完全可以
避免，小业主们的损失完全可以降
到最低。拆迁冻结本是一件好事，但
在执行过程中却变了味，演变为相关
部门一种为省事而一刀切的工作方
式。在拆迁冻结区，不允许办理工商
登记，不应该被理解为停办一切工商
手续。在一个即将拆迁的片区，停止
办理新的工商登记，多数人都能理
解，一是可以减小不必要的拆迁阻
力，二是可以避免不知情的业户盲目
开业造成的损失。但剥夺原有业户继
续经营的权利，就不那么妥当了。

相关部门及时下达通知是善
意的提醒，经营中的业户可以早作
打算，要么搬迁，要么停工。但大范
围的片区拆迁需要一个过程，还没
开始拆迁，业户便被迫停产，从停
产到拆迁之间的数月甚至数年时
间，厂房和设备闲置、业户失业，这
些都是不必要的损失。相关部门为
何不采取更灵活的方式，等马上拆
到厂房时，再停业也不迟。一来可
以给业户足够的缓冲时间，二来可
以最大限度降低他们的损失。

其实，在这方面国内其他城市
有不少可以借鉴的做法。在上海浦
东，在拆迁冻结区不但不会剥夺原
有业户继续经营的权利，还想尽办
法方便新业户办理工商登记。只不
过新申请的业户拿到的是临时营
业执照，其核准经营期限只有三个
月至一年，遇房屋拆迁时，临时营
业执照自然失效。此外，持临时营
业执照的业户，经营场地动迁时不
享受个体工商户动迁补偿待遇。

本报记者 宋立山

格相关链接

对房屋冻结引起的工商手续办理问题，

建设部门曾表示

经营场所不变
年检和换本不受影响

格记者手记

拆迁冻结能否不一刀切

对于赵先生的遭遇，历城区郭店工商
所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不是工商所不愿
意给业户办理，而是早在2010年8月前后，
历城区雪山片区建设指挥部就向历城区
工商局下发了雪山片区的冻结通告，在冻
结范围内停止办理企业工商登记。

“我们也没办法，雪山片区有很多工
商业户都存在类似问题。”该工作人员介
绍，工商营业执照的有效年限不统一，
2011年以后的营业执照一般没有时效限
制，仅需要定期审验，但是此前办理的营
业执照有效期限多为3年或4年不等，除每
年审验外，到期之后还要申请换本。自从
2010年冻结通知下达之后，2011年以前办
理的营业执照陆续到期，申请换本的工商
业户越来越多。“没有工商营业执照，这些
业户没法合法经营，我们也很为他们着
急。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多次向区政府提
建议，看能否有其他破解对策。”

该工作人员说，虽然多数业户并不是
申请新登记，但换本属于变更登记，按照
相关冻结通知，变更登记也要停止办理。
此外，她还提到，不光不能到期换本，即便
执照没到期，现在也已经不能年审了。“现
在已经全部吊销了，这些营业执照都失效
了，我们已经发过吊销公告。”

对此，历城区雪山片区建设指挥部一
位工作人员证实，指挥部确实下过冻结
令，要求规划范围内不得继续办理企业工
商登记。但对于是否禁止原有工商业户续
领执照，这位工作人员表示，新办登记、执
照年审和续领执照等具体情况是否应该
区别对待，他并不清楚。

19日，记者来到赵先生的模
具厂看到，占地两千多平米的厂
房内空荡荡的，仅堆积着一些杂
物。之前的生产设备因为长期未
开工，已经布满灰尘，锈迹斑斑。

“停工半年多，损失十几万，
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拆到我
这儿。”赵先生说，根据拆迁公
告，从今年9月15日起，拆迁将在
30个月内完成。但是什么时候拆
迁到自己的厂房，他也不清楚。这
意味着，从工厂停工开始，一直到
拆迁结束，工厂将承受近3年的损
失，总共达60万元左右。“为啥不能
等拆到这里时再让我停工？设备闲
置着，白白损失这么多钱。”

“最大的损失是客户没了。”
赵先生说，做模具这一行，能找
到长期合作的客户非常重要。

“辛苦经营八九年，才有了一些
稳定的采购客户，一下就全没
了。我不生产了，这些客户肯定
会再联系别人，这么多年的合作
关系就断了。”

“不光我失业了，以前雇的
几个工人也没活干了。”赵先生
说，小厂以前一共雇了4名工人，
都是附近村里的农民，每人每月
的工资为2000多元，虽然工资不
算高，但对普通农民来说，也是
一笔不菲的收入。厂房停工以
后，这4名工人也都回了家。

无法延续执照，无奈停工半年

损失或达数十万，客户流失最心痛

部门说法

两年前下冻结通知

执照已全部吊销

赵先生的厂房内空荡荡的。 本报记者 宋立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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