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我省省两两家家僵僵尸尸企企业业成成功功改改制制
省国资委创新资产处置方式，剥离不良资产啃下“硬骨头”

本报记者 张玉岩

一年啃下硬骨头
“僵尸企业”改制成功

凯远集团是1996年经省政
府批准组建的企业联合体，由
凯远集团公司、省国贸集团中
心等8户企业组成。2004年6月，
经批准，凯远集团8户企业实施
整体打包改制。在经过清产核
资、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等一
系列程序后，从2014年开始，凯
远集团先后两次挂牌并经5次
展期，均未征集到受让方。2015
年，省国资委指导省商务厅将
凯远集团产权包以20万元的底
价再次挂牌，经过激烈竞拍，国
有产权包以5050万元成交，溢
价高达252倍。

省工业设备安装总公司原
由省建设厅下属的省建筑工程
管理局管理，2004年省政府决
定由省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
责。2005年，省国资委将其列入
改制退出范围，启动了改制工
作。随后因企业债权人向法院
提出破产申请，改制工作暂停，
2007年转而进入破产程序。其
间经过与债权人艰苦谈判，达
成了债务和解协议，2008年重
新启动改制程序，但进展缓慢。
省国资委新班子上任后，针对
职工安置等关键问题加大协调
推动力度，解决了欠缴社会保
险费滞纳金、职工社会保险关
系接续等老大难问题。经挂牌
交易，2015年4月，省国资委与
国有产权受让方签订了产权交
易合同，并办理了资产移交、职
工安置等手续，改制工作完成。

家底不清、账目混乱

改制遇瓶颈

两户企业家底不清、账目

混乱、管理不规范，各种债权、
债务和担保纠纷层出不穷，这
导致清产核资、财务审计、资产
评估等工作因突发事件多次被
中断，迟迟难以完成。

长期生产经营困难，给两
户企业带来了不少历史遗留问
题。因为经营困难，长期拖欠职
工工资，欠缴医疗和养老等社
会保险费用，并因此产生了巨
额滞纳金。部分权属企业职工
劳动合同管理不规范，给职工
身份认定和安置费用确定带来
很大困难。参与改制的各方利
益诉求不同，致使在一些关键
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意见。改
制期间，两户改制企业职工集
体上访多达上百次。

职工权益优先
灵活变通惯例

因两户企业欠缴医疗、养
老等社会保险费用，部分患病
职工无法享受医保待遇，一些
年龄较大的职工甚至达到法定
年龄仍无法正常退休，生活极
度困难，职工为此上访不断。

省国资委综合考虑各项因
素，在做好风险应对预案的前
提下，果断打破原有惯例，将凯
远集团产权交割程序与职工安
置费拨付分开进行，赶在春节
前将安置费用拨付到了职工个
人账户。

凯远集团一位老职工丧失
劳动能力多年且一直无法正常
退休，在领到安置费后忍不住
失声痛哭，春节过后专门打来
电话诉说这是十多年来过得最
好的一个春节。

主动上门
合力突破制约瓶颈

对两户企业改制中涉及多
个部门的疑难历史遗留问题，

省国资委主动上门，积极争取
有关部门支持，开辟绿色通道，
实行特事特办。

济南市根据有关政策对工
业设备安装总公司社会保险费
问题进行了妥善处理，解决了
困扰企业多年的老大难问题。
在职工安置费用划拨过程中，
省国资委联合省商务厅、省财
政厅，对“总账户、分账户和个
人账户”实行全线监管，采取事
前锁定账户、“1分钟即时划拨”
的“倒存”方式，确保安置费用
在第一时间发放到职工手中。

凯远集团退休职工出现上
访过激行为后，省国资委迅速
启动重大群体性集访舆情报告
制度，协调省、市政法和信访部
门第一时间介入，形成了四级
维稳防控预案和联动机制，及
时控制和稳定了改制大局。

创新工作机制
夯实工作基础

为加快工作进度，省国资
委新一届领导班子将两户企
业改制列入2015年度重点工
作计划，改变原有工作模式，
采取“大项目部制”，打破班子
成员分工和处室职能界限，成
立了两个改制推进协调小组，
分别由委领导挂帅，抽调精干
力量组建专业化队伍，全程靠
上负责。改进工作方式，变串
联式分步推进为并联式协同
推进，前一环节还在进行，后
面环节超前介入，配合操作，
同频共振，大大提高了工作效
率，仅用不到两个月就基本理
清了两户企业挂牌前的基础
工作。

处置“僵尸企业”
事不避难、勇于担当

处置困难国企犹如捅“马
蜂窝”，没有担当的人唯恐避
之而不及。新一届省国资委领
导班子摒弃“求稳怕乱、当太

平官”思想，以强烈的责任担
当“勇向虎山行”。省商务厅、
人社厅等部门直面困难局面，
强化有关改制政策解读和协
调落实，主动迎接挑战。

重启改制以来，两户企业
改制工作的各个环节，从资产
评估、到转让合同签订、安置
费用划拨，企业职工和相关利
益主体都没有提出异议，其主
要原因就在于省国资委做到
了全程公开、依法依规操作，
确保改制成果能够经得起时
间检验。

特别是借助产权交易中心
这个公共平台，使各种信息充
分“亮”在阳光下，主动接受社
会各方监督，实现了国有资产
大幅增值。在坚持依法合规的
前提下，抓住主要矛盾，以灵
活、务实的态度，采取剥离不良
资产、豁免欠缴社会保险费滞
纳金等手段，妥善解决了改制
障碍，保证了改制工作的顺利
推进。

““一一半半时时间间用用来来生生病病，，一一半半时时间间用用来来写写作作””
“80后”瘫痪姑娘出版文集，还创办公益热线

瘫痪在床15年
自学诗歌、散文

钟倩今年31岁，2001年被
诊断为患类风湿性关节炎，瘫
痪在床15年。病痛的折磨让她
不得不放弃学业，整个人一下
子从120斤消瘦到不到50斤。突
如其来的打击曾使得钟倩痛不
欲生，甚至萌生了轻生的念头，
她对父母说：“我不能再连累你
们了，让我走吧！”但是，她却发
现自己连自杀的能力都没有。

命运似乎对这个女孩格外
残酷。2008年汶川地震后，钟倩
的父亲在去捐款回来的路上，
突发脑梗失去意识。经医生抢
救，父亲夺回了一条命，但从此
也瘫痪在床，丧失了生活自理
能力。钟倩的母亲独自一人照
顾卧病在床的钟倩和丈夫，整
个家庭完全失去了经济来源，

租住在每月100元的出租房中，
靠社会低保及救助生活。

随后，钟倩的病情稍有好
转，她能坐起来了。钟倩学习和
写作的梦想被点燃。她练习写
字和打字。“一半时间用来生
病，一半时间用来写作。”从刚
开始的“鬼画符”，到后来写出
连贯的句子，再后来能够自如
地写日记、诗歌、散文。钟倩参
加了市级硬笔书法大赛，获得
了特等奖。2014年，钟倩出版了
自己的文集《含泪的绽放》。

研究生也来咨询
自考心理咨询师证

2008年，钟倩创办了“励志
热线”，通过QQ、邮件、电话等途
径，帮助他人解决心理困惑。经
媒体报道后，来自全国各地的人
向她求助，她的两个QQ号好友
爆满，求助者中既有研究生、高

中生也有打工者、残疾人等。
为了更好地解答人们内

心的困惑，钟倩阅读了大量
的心理书籍，并通过自学考
取了三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证
书。钟倩说，公益已是她生活
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热
线就会办下去。因为，这个世
界需要我。”

钟倩自强不息、热心公益
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引发了
社会各界关注，被称作“80后张
海迪”。得知了钟倩的事迹和家
庭困难后，省福彩中心和济南
市福彩中心决定对钟倩进行救
助。为她送去了1万元救助金和
大米、面、食用油等物品。省福
彩中心主任赵立杰表示，“钟倩
身残志坚的精神令人敬佩，福
彩系统希望能给她的治病、生
活提供一些帮助，鼓励她继续
坚持下去。”

（肖遥遥）

济南市天桥区堤口路街道交校路社区居民钟倩瘫痪在床15
年，但是坚持练字、写作，还出版了自己的文集，并通过“励志热线”
为人解惑。5月13日，山东省福彩中心和济南市福彩中心有关领导
为其送去1万元，鼓励她继续坚持下去。

凯远集团和省工业设备安装总公司是分别由省商务厅、省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省属国有企业。两户企业自2004年、2005年相继启
动改制程序以来，职工上访不断，改制成本持续上升，改制工作反复曲折，几乎陷入僵局。2015年2月，省国资委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
和省商务厅、人社厅等有关部门的支持配合下，出重拳，动实招，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啃下了这两块“硬骨头”。

省福彩中心领导为钟倩送来救助金。 摄影 王晨鹏

一些企业，尤其是在产能过剩行业长期经营困难，或靠银行“输血”生活，却因职工安置难等问题一直在艰难

维持，成为“僵尸企业”。（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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