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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创业业遇遇资资金金难难 政政府府送送““救救命命钱钱””
截至目前，淄川小额担保贷款服务已帮助407人创业

本报8月29日讯(记者 樊伟宏
通讯员 王晓静 孙启文 ) 29

日，记者从淄川区人社局获悉，近日
淄川小额担保贷款及贴息集中发放
仪式在淄川区人力资源市场举行，
为12名创业人员发放了118万元贷
款支持其创业，并为22名贷款户贴
息14万元。据了解，自2011年小额担

保贷款在淄川全面开展以来，已先
后为 4 0 7名符合条件的创业者发
放小额担保贷款 7 4 2 9万元，财政
贴息141万元，带动3000余人实现
了就业。

“我从人社部门申请了10万元
小额担保贷款，这下公司运行周转
的资金不用愁了。”淄川区昆仑镇石

牛村村民毕克告诉记者。据了解，毕
克退伍后，在2010年筹资成立了一
家机械厂开始创业，但随着企业生
产扩大，资金周转遇到了困难，听说
有贴息贷款政策，他通过贷款10万
元，解决了购买原材料等资金周转
困难，暂缓了燃眉之急，企业也因此
避免了倒闭的命运。

“所谓小额担保贷款，是为解决
创业者流动资金需求向创业者发放
的、以担保基金作为担保、由财政进
行贴息的政策型贷款。贷款对象主
要包括自主创业的、在法定劳动年
龄以内的登记失业人员、军队退役
人员、被征地农民、残疾人、随军家
属、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城乡

妇女等八类人群及符合条件的劳动
密集型小企业。”淄川人社局工作人
员孙先生告诉记者。

“今后我们将不断扩大贷款覆
盖面，放宽贷款担保条件，扩大政策
受惠范围和贷款申请范围，为创业
者提供资金支持，希望借助小额担
保贷款推动全民创业。”孙先生说。

小额担保贷款：是为解决创业
者流动资金需求向创业者发放的、
以担保基金作为担保、由财政进行
贴息的政策型贷款。其贷款对象主
要包括自主创业的登记失业人员、
军队退役人员、被征地农民、残疾
人、随军家属、高校毕业生、返乡农
民工、城乡妇女等八类人群及符合
条件的劳动密集型小企业。

贷款担保基金：是指由财政和
人社部门负责筹集，专户储存，封
闭运行。个人申请小额贷款额度最
高不超过10万元，小企业最高不超
过200万元，贷款期限最长2年。

“贷款帮我实现百万养猪梦”

孟兆芳是小额担保贷款的受
益者之一，借助10万元贷款，孟兆
芳实现了她的“百万养猪梦”。

“我过去做批发生意，2006年
承包了40亩地开始转行，以种树
为业。”孟兆芳介绍，创业初期，她
靠种树赚了一些钱，又把目光放
在了养猪上。然而，资金不足成为
最大阻碍。“当时买一头猪大约需
要2000多元钱，可是实在是拿不

出来，所以我想到了去申请小额
担保贷款，结果不到一个月，就拿
到了10万元钱，用这笔钱，我先后
购买了37头猪，事业有了转机。”

事业逐渐进入正轨，孟兆芳
提前一年便还清了贷款，并成立
了一家养殖合作社，年销售收入
突破500万元，吸收100多名农村
妇女加入合作社，成员年均收入
1 . 5万元。

2003年，马伟华在淄川开了一
家保洁公司，后来又转行开了一
家商用物业管理公司。就在创业
的转型期，小额担保贷款帮助他
度过了一次危机。

据马伟华介绍，公司成立后，
由于业务扩展缓慢，再加上人员
较少，公司的资 金 周 转 也 非 常
慢。“公司每个月需要填补二三
十万的资金洞，我当时只能通过
向朋友借钱来缓解，一次我在一

张宣传单上了解到了小额担保贷
款，于是马上向人社部门提出了
申请。”

“拿到10万元贷款后，公司业
务有了起色，截至目前，我们已
拥有员工1 7 0余名，业务量也比
前几年扩展了30%左右。对我们
这些小微企业来说，这笔小额担
保贷款无疑是雪中送炭。有了这
笔贷款，我们创业才更有底气。”
马伟华说。

“有了贷款支持，创业更有底气”

部分受益小额贷款的创业者回想创业经历

““有有了了这这笔笔钱钱，，我我们们创创业业更更有有底底气气””

本报记者 樊伟宏

十年蜕变所向披靡

(新区发展)

2002年底，淄博新城区发展规
划正式面世。10年间，尽管这一规划
几经波折，但作为淄博新城区自诞
生起就被定位为集商务办公、旅游
接待、会展经济、文化产业等功能于
一体的“现代综合高端服务区”的初
衷一直未改。而这也使得该区的每
一方土地都具备了其特殊的使命。
十年的沉淀，让西部新城有了足够
的潜质和底蕴。上海路与北京路所
围成的狭长地带包含了新区的五大
中心，体育中心、商业中心、文化中
心和行政中心以及休闲中心，其中，
以文化中心为例，建成后的文化中
心不仅会成为新区地标性建筑，也
将是目前淄博市最大的城市公共文

化建筑，更是国内较大的综合性公
共文化建筑群。

可以想象的是，随着5大中心的
建设、使用，按照此前的美好蓝图和
当前的现实设想，一个位居都市中
心轴带，坐拥优越政商资源和自然
环境资源的繁华，承担城市政治、经
济、社会活动的区域板块就此崛起。

品质先行军开辟新理想

(产品规划)

淄博鸿泰置业历经十余年发
展，以“追求完美”为企业奋斗目标，
在淄博地区成功开发了诸多知名项
目，树立了公司的企业形象，成为淄
博市房地产开发企业中的一支新生
力量。作为淄博本土的品牌地产商，
相比外来的开发商，鸿泰置业的优
势和机遇更多一些，品牌企业形象

已经根深蒂固，并且熟谙淄博市场
形势和本土人情，淄博人的生活习
惯和需求更能把握准确。淄博人对
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对环境
与舒适度也更为渴求，比如楼间距、
层高、绿化等产品细节的要求也很
明确，新区的发展顺应了时代的变
迁，它的大环境决定了未来的生活
质感和发展前景，很多人看中这边
也是想未来有个舒适的环境让他们
感到得偿所愿。

花漾城从规划初期就定位为淄
博的高档社区，首创淄博艺术住区
的概念。先抛开交通、周边配套这些
已知的优越条件之外，项目的绿化
率高达40%，这是很多项目所不能
及的，并且规划了不同主题的四大
花园，让每个花园看起来都与众不
同，结合婚礼草坪区、下沉式广场、
美术馆、钢琴室等与艺术住区沟通

交流的平台，让体验成为园林的一
大特色。同时花漾城的户型设计充
分考虑居者的舒适感与尊崇感，层
高和门窗便是最好的体现。鸿泰置
业打破常规户型的2 . 8米层高，打造
3米层高幸福空间；两梯两户设计，
既保证业主的私密性，又彰显尊贵。
生活的空间开阔了，除了视野更宽
之外，更能体会无拘无束的感觉，可
以自由发挥想象，给爱家装点不同
的风格，尽享艺术空间的魅力。

花漾时光，大美生活

(艺术产品)

在花漾城，艺术存在于生活
的每一个场景，建筑把艺术印在
了大脑里，园林把艺术植入了岁
月中，生活的空间让每一个家庭
都多了份艺术的气息，从进入大

门的那一刻起，一排排简约的英
伦高层建筑，主旋律是庄重典雅的
暗红色，不管时间如何流逝，却依然
能保持着那份豁达与睿智，像个彬
彬有礼的使者，在欢迎你的到来。建
筑的艺术很直观，呈现给人们一种
高端质感的视觉盛宴。园林的艺术
是四季交替的，楼与楼之间大面积
的园林绿地，呼吸清新的空气是心
情愉悦的好方法，无论是贝多芬花
园、摩尔花园、达利艺术园，抑或是
维多利亚玫瑰园，每一个花园都是
饭后散步的好去处，和家人一起，赏
花，玩水，在自家的花园谈天说地，
是生活里蛮有情调的一件小事。
回到家，推开窗发现角落里新开
放的红色玫瑰花会觉得很惊奇，
关上窗便是享受一天中最惬意的
时光了，和家人的陪伴让你觉得
没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事了。

当生活理想遭遇现实主义，艺术与建筑的融合让未来更出彩

鸿鸿泰泰··花花漾漾城城远远见见一一座座城城市市的的生生活活品品格格

名词解释

今年上半年，我省小额担保贷
款新增发放额329340万元，同比增
长126 . 3%，直接扶持34185人创业，
带动158292人就业。

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提供的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省小额担
保贷款工作继续保持健康快速发展
态势。我省新发放小额担保贷款
31052笔，新增发放额329340万元，同
比增长126 . 3%，环比增长74 . 2%；其
中，创业者个人30333笔、217843万
元，劳动密集型小企业719笔、111497

万元。直接扶持34185人创业，带动
(吸纳)158292人就业，扶持带动就业
人数同比增长1 1 3 . 2%，环比增长
75 . 2%。

据悉，为做好小额担保贷款
工作，该行建立健全小额担保贷
款工作联动机制，加大担保基金
投入力度，截至今年 6月末，我省
小额贷款担保基金余额达到17 . 4

亿元。
同时，该行加强对金融机构的

政策指导，2011年提出对小额贷款
担保基金规模增长达到一定比例的
给予风险补偿；对年度新增小额担
保贷款按一定比例给予奖励性补
助；2012年，进一步明确担保基金、
贷款担保、贷款回收、代偿损失核
销、奖励与处罚的各项规定等。同
时，该行大力开展特色推介活动，支
持我省女性和青年利用小额担保贷
款创业。

本报记者 樊伟宏 整理

我省上半年小额

担保贷款增126 .3%

相关链接
张健在淄川经营一家玻

璃杯制造厂，因为小额担保
贷款，让他在企业破产边缘
前转了一圈。

“我2010年开了一家厂
子，专门做玻璃杯生产，当时
只有五个人，因为资金、技术
等还不完善，所以创业初期
我们基本没什么盈利，并且
由于受各种原材料成本压
力，还有员工的工资等问题，
我有时真的觉得自己快干不
下去了，压力很大。”张健说。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
张健了解到了小额担保贷
款，“当时看到这项贷款主要
是扶持小企业，于是抱着试
试看的态度，向人社部门提
出了申请，没想到很快便批
了下来，我们有了10万元钱，
这对于小企业来说，真的有
大用处。”

拿到钱后，张健不仅解
决了员工的工资问题，并且
购置原料，学习技术，企业也
迅速成长起来。“现在我已
有员工近50人，年营业额近
2千万，这是我过去想都不
敢想的事，现在回想起来，
有些困难已经不能用语言
再来描述了，但是当初的10

万元贷款确实起到了很大
的作用，不少企业瞬间倾家
荡产可能就是由于资金链的
断裂，但是很幸运，我们没有
成为其中一员，并且我相信
会越来越好。”

“破产边缘转一圈

我们是幸运的”

34名创业者从人社部门工作人员手中接过了小额担保贷款。 本报通讯员 孙启文 摄

自2011年起，小
额担保贷款工作在
淄川全面开展，其实
早在2008年，淄川就
已经开始尝试通过
这种服务，扶持市民
创业。截至目前，已
帮助407名创业者顺
利度过创业难关，并
带动了3000余人实现
了就业。29日，记者
采访了部分因小额
担保贷款受益的创
业者，回想起创业经
历，不少人表示：“企
业遇上资金难，政府
送来‘救命钱’，有了
这笔钱，我们做企业
更有底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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