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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读

困困难难国国企企帮帮扶扶将将有有““法法””可可依依
帮扶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将汇编相关的法律法规供学习

本报记者 喻雯

18日下午，济南市住房保
障管理局副局长马琳一行三
人来到济南塑料工业公司。作
为帮扶小组，马琳与总经理张
欣进行了沟通交流，梳理了企
业发展由兴到衰的历程，共同
商讨研究塑料厂未来的发展
之路。

“房管局行动很迅速，当
天上午市里开完帮扶大会，下
午帮扶小组的三个人就过来与
我们接头。”张欣说，他们很兴
奋，不少已经退休、下岗的职工
从报纸上看到帮扶的消息后都
打来电话询问，也都根据自己
的经验献计献策。“我们大家都
盼着企业可以‘复活’，职工其
实都不舍得离开。”

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张
欣说，目前整个塑料行业都不
景气，公司此前原料经营等业
务发展也没什么大的希望。现
在公司的业务主要是房屋租
赁。公司段店北路155号的仓
库，占地18 . 5亩，位于二环西路

上，交通便利，在现有仓储业务
的基础上，根据控股公司集团
化的发展战略，发挥公司的自
身优势，依托公司仓库的仓储
业务，逐步开拓物流市场，在改
革发展中做大做强，为下岗职
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使企
业重新获得生机。

听完张欣的想法，马琳
说，塑料公司的兴衰史其实是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企业衰落
既有大环境的影响，也与企业
自身没有及时做好角色转换、
没有抓住机遇有关。总体情况
比较复杂，结合现状，他们计
划按三个步骤进行帮扶。

马琳说，首先要通过召开
座谈会、走访企业职工等各种
形式全面了解企业的情况。在
具体了解情况后，结合企业的
监管部门国资委等，共同商讨
发展之路。“我们过来帮扶，坚
持的原则是‘帮忙不添乱，到
位不越位’，扶持政策出台后，
还要做好落实，尽所能帮助企
业脱困。”

本报10月18日讯(记者 陈
玮) 18日，记者从济南市国资委
获悉，济南市属国有困难企业帮
扶解困和改革发展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成立，目前正着手制定详
细的工作制度，形成完整机制。

济南市国资委相关负责人
说，16日，济南市属国有困难企
业帮扶解困和改革发展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正式成立，已抽调
14名工作人员专门成立了综合

组、协调组和宣传组，每天都将设
专人值班。办公室主要发挥桥梁
作用，加强领导之间、市直部门之
间、协调组与企业之间的沟通协
调，并要经常深入企业，深入一线
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

该负责人介绍，帮扶办公室
已进行了初步分工，综合组主要
汇总各个协调组帮扶情况，并制
成简报，隔天出一期，有重大有
关国企帮扶解困改革发展的情

况，要及时形成简报。此外，企业
难以解决的困难，比如资金等方
面的问题，由联络员上报给国资
委后，由协调组与有关部门进行
协调，帮助解决困难。而宣传组
则将日常工作，通过简报等方
式，传递给新闻媒体。

在济南市国资委，记者看
到，10月13日出版的第一期简
报，主要是市委市政府召开市属
国有困难企业帮扶解困和改革

发展协调组工作会议内容。目前
简报已下发了三期，14日、16日
各出一期，明确了帮扶办公室的
责任，对44个协调组的工作情况
进行汇总。比如在“44个协调组
工作起步良好”的简报中，汇总
了多个协调小组的工作情况，有
的协调组已摸清企业底数、掌握
职工困难实情，有的梳理出企业
主要面临的内债和外债，有的已
经明确了发展思路。其中第二十

八协调小组采取座谈、走访等形
式，及时深入企业、职工群众，梳
理出当前企业面临的问题，掌握
了企业今后“腾笼换业”发展思
路及需要协调解决的企业变更
土地用途等问题。

目前，帮扶办公室的例会制
度、协调制度等还在制订之中，
据了解，下一步还要将相关的法
律法规汇编起来，制成小册子，
供协调组、企业参考学习。

“当年能成为公司员工

不管干啥都自豪”

今年53岁的张国良是济南塑
料工业公司的老职工，1984年进
公司。当时的塑料公司相当于现
在的事业单位，“只要能成为这
里的员工，不管干啥都自豪。”

张国良说，塑料公司主要是
经营塑料材料，在计划经济时
期，公司可以与化工部直接签合
同，当时下属的17个厂子按计划
必须得通过公司进原材料。当时
厂子里有5个大型仓库，一年的产
值在7000多万元。

“当时每个仓库里存着几百
吨的材料，账上有几百万元的流
动资金。颗粒状的原材料满地都
是，走在路上不小心就会滑倒。”
张国良说起这些，一脸骄傲，整
个厂子可以说是车水马龙，北
京、天津等各地企业都来采购。

厂子效益好，员工的福利待
遇也是好得让人羡慕。上世纪80
年代时张国良每月的工资奖金能
有一百多元，吃的喝的用的东西都
发。塑料公司总经理张欣说，上世
纪80年代可算得上公司的鼎盛时
期。作为县团级的行政公司，塑料
公司管辖塑料一厂、塑料二厂等15
家塑料厂，还有一个塑料研究所，
一个模具厂。张欣回忆道，那个时
候，他们也是各大银行争着做贷
款的“香饽饽”。

公司三处房产

目前全被查封

“厂子好的时候，那种感觉

真是太好了。”看着现在已经出
租的仓库，张国良呆呆出神，当
时堆满原材料的仓库如今都租
了出去，虽然每天也是车来车
往，但这些已经与他们无关了。

眼前的没落把张国良的思
路带到了1995年，公司开始走下
坡路的时候。随着市场经济的发
展，公司由“行政公司”转为了

“经营公司”，计划时期的优势逐
渐褪去。“没有适应经济转型，没
有及时转换职能和经营思路。”
张欣说，这是最大的失误。

由于资金缺乏和经营人员
流失，2000年公司基本停业。公
司的欠账如同滚雪球，越滚越
大，张欣算了算，欠工商银行贷
款本金747万元，截止到2013年8
月利息885万元，欠齐鲁银行贷款
及对外担保本金及利息7 4 0万
元……“目前公司有三处房产。”
张欣说，但这三处房产都处于法
院查封状态。

拖欠职工工资

养老费数百万

公司效益每况愈下，员工的
待遇也是如此。张国良说，2008
年以后，公司工资基本是春节、
中秋、“五一”各发一次。

张欣很无奈，塑料公司现在
主要以房屋和仓库租赁为主，但
收入只能维持在岗职工的工资
和每月给职工上缴的社会保险
费用。到目前为止，公司已经欠
职工40多个月的工资约160多万
元，欠职工医药费66万元，欠职工
住房公积金约100万元，欠职工
养老金本金约60万元、滞纳金300
多万元。

结合目前的现状，张欣也有
自己的想法。“希望能通过政府
帮扶协调和资金支持，彻底解决
银行的债务。”张欣说，希望公司
能卸掉包袱，轻装前行。

依托公司仓储业务
逐步开拓物流市场

忆昔日辉煌，老职工感慨万千

塑塑料料工工业业公公司司4488年年兴兴衰衰路路
1965年成立的济南塑料工业公司，起初作为“县团级”的行政性公司，成为山东塑料行业的龙

头老大。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老国营没有做好职能和经营思路的转变，一下子就
没落了。2000年停业至今，仅能靠着出租房屋和仓库勉强为职工发工资……18日，记者走进塑料
工业公司，了解了这家具有48年历史企业的兴衰史。

本报记者 喻雯

现在济南塑料工业公司依靠出租房屋、仓库维持生计。本报记者 左庆 摄

回想起当年的辉煌，53岁的老职工张国良不住地感慨。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没钱整修，塑料公司的办公地点比较破旧。本报记者 左庆 摄

帮扶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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