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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上午，河南省河洛商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
会在郑州举行，来自郑州、洛阳、三门峡等河洛区域的188位
工商界代表齐聚一堂，共襄盛举。

在省民政厅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与会代表通过举手表决
的方式，选举郑州市金桥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有
来为该商会会长。“我家住在邙山岭上，北有黄河，南有伊洛
河，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河洛子弟……”李有来会长在当选后发
表的就职演说中说，著名历史学者徐金星曾撰文指出，洛阳是
这个区域的中心，区域范围大体相当于今河南省西部、中部、
北部及山西省南部，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一直都是河南省、
也是中原大地的核心地区。

河洛商会经过一年多的筹备，经河南省民政厅和河南省
工商联批准成立；会员均为河洛区域的企业和籍贯是河洛的
人士创办的企业。会后，河洛商会邀请著名经济学家、河南省
科学院副院长张占仓为与会代表做《中原经济区发展趋势和
前景》的主题演讲。 （郑欣）

河南省河洛商会成立

本报讯（记者 张锐鑫 通讯员 张新芳）17日至18日，中
国青铜文化研究——洛阳论坛在洛阳师范学院举行。与会专
家学者对反映洛阳地区铜镜发现与研究的新著《洛镜铜华：洛
阳铜镜发现与研究》给予高度评价。

此次论坛由洛阳师范学院、中国文物学会青铜器专业委
员会主办，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承办。夏商周断代工程首
席科学家李伯谦、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孔祥星、中国社科院
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白云翔、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青铜器鉴定
委员高至喜等学术泰斗聚集一堂，围绕我国青铜文化的发展
和演变进行专题演讲。

在同期举行的《洛镜铜华：洛阳铜镜发现与研究》出版座
谈会上，与会专家学者认为，该书作为研究洛阳地区古代铜镜
的综合性著作，为我国古代铜镜研究的最新成果，是迄今所见
我国最高水平的一部区域性铜镜著录和研究著作。

《洛镜铜华：洛阳铜镜发现与研究》由霍宏伟、史家珍主
编，于去年11月出版发行，是一部反映洛阳地区铜镜发现与
研究的工具书。

绍兴市副市长冯建荣，洛阳市副市长张世敏等参加相关
活动。

中国青铜文化研究论坛
在洛举行

本报讯（记者 张锐鑫）昨日上午，2014年南苏丹新闻官
员研修班学员一行抵达我市参观访问。

南苏丹共和国位于非洲东部。此次研修班由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干部培训中心承办，来自南苏丹政府印刷出版社、新闻
广播部、电视台等多家单位的 19 名新闻官员、媒体记者参
加。在洛期间，研修班学员一行到龙门石窟参观。

龙门石窟景区的秀美风景给来访外宾留下了深刻印象。
南苏丹新闻和政治事务部记者欧伯卡·海伦称，以往只在中学
课本中了解到龙门石窟等中国名胜古迹，如今亲眼看到它，感
到十分震撼和激动。她将把在洛阳的所见所闻带回南苏丹，
和身边的亲朋好友分享。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干部培训中心主任胡卫平、副市长
魏险峰等参加相关活动。

南苏丹新闻官员
研修班学员来洛

本报讯（记者 常书香 通讯员 梁淑群）昨日，国内第一
家以围棋为主题的民营博物馆——洛阳围棋博物馆正式开
馆，您可以在此观赏古代围棋棋子，体味围棋文化。

洛阳围棋博物馆位于机场路12号，博物馆分上下两层，
展厅面积1000平方米，布展文物有围棋古书50套、古代围棋
棋子2万多枚、古代围棋罐上百个，图文并茂展示围棋文化。

该馆负责人王潼玲介绍，在博物馆，游客不仅能看到春秋
战国到近现代的围棋史料、珍贵的三国时期的棋谱，而且还能
欣赏古代围棋的制作工艺等。

为让更多偏远地区的围棋爱好者了解围棋文化，洛阳围
棋博物馆此次使用视讯会议系统WEBEX，提供远程云端公
共服务。只要你拥有一台电脑或一部智能手机，在“洛阳围棋
博物馆”或“洛阳动漫博物馆”官方微信或微博获取远程沟通
网址即可打开进行远程收看；或者手机下载安装WEBEX程
序，在“洛阳围棋博物馆”或“洛阳动漫博物馆”官方微信或微
博获取会议号和密码（随机），登录后即可在手机上收听专业
的文物讲解，远程观看展出文物。

我市再添民营博物馆

洛阳围棋博物馆开馆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今在我市
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占了大多数，而
制约其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资金缺乏
问题。

为破解这一难题，一些小微企业
“抱团取暖”，或组团利用银行联保业务
拿到资金，或通过联合会、商会的平台
将资金化零为整，以获取更大的发展。

联保贷款，解除企业大困扰

近日，在洛经商的平顶山汝州人孙
万清办完了小额联保贷款的续贷手续，
笑着说：“这下又能多揽下一些活儿
了。”

孙万清是做建筑租赁生意的，也就
是向建筑工地出租钢管、脚手架等施工
设备，他从事这一行业有七八年了。

“干这一行，资金是关键。你的资金越
多，揽的活儿也就越多，赚得也就越
多。”他说。

“例如建一幢百米左右的高楼，搭
建脚手架所用的钢管在16万米至18万
米，再加上钢管之间衔接的约9万个十
字扣，造价需要200万元左右。”孙万清
说，有一次，建筑方需要租5幢楼的脚手
架材料，可千万元的资金成了大问题。

“对于我们这一行业的企业来说，

在经营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有一定
数量的流动资金。”为解决资金问题，孙
万清联系了从事该行业的 19 家企业，
到银行“抱团贷款”。他坦言，对于一家
小微企业来说，到银行贷款门槛很高。
而这次通过十几家企业进行相互担保
的小额联保贷款，一周左右就顺利贷到
了款。

抱团融资，提高效率控成本

孙万清他们办理联保贷款的银行
就是洛阳银行，该行小企业信贷部相关
负责人介绍，联保贷款是近年银行为了
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一种信贷形式，由
多家商户组成联保小组，小组成员之间
相互担保，从而形成一个“担保链”，银
行依据商户的信誉度向商户发放贷
款。这种贷款方式无须抵押和其他担
保，靠的是联保小组成员之间相互监
督，降低逾期还款的风险。

该负责人介绍，近一年来，该部门
共为建筑租赁行业的65家商户办理联
保贷款手续，涉及金额约 3000 万元。
此外，今年 3 月以来，他们还为从事白
玉蜗牛养殖的50个农户“打包”办理了
小额贷款共147万元，使该行业“公司+
基地+服务站+农户”的抱团模式得以

更好地发展。
“小微企业规模小、底子薄、抗风险

能力弱。他们抱成团融资，可以大大提
高贷款效率，而贷款成本并不会增高。”
该负责人介绍，从贷款成本的角度看，
联保贷款不需要抵押，企业融资成本得
到有效控制；从贷款效率角度看，联贷
成员之间相互担保，贷款人就可以得到
贷款，手续简便效率高。

聚零为整，合作拿下好项目

“其实对于小微企业来说，最大的
问题就是缺乏资金，而抱团发展是解决
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已经在洛
20年的我市福建商会秘书长张自健，对
于企业抱团发展有着自己的体会。

张自健介绍，最早福建商人来洛阳
做生意时，所带来的资金其实并非只有
自己的，还有家乡许多亲戚朋友的投
资。“在福建有这样的传统，只要一个人

有好项目，村里左邻右舍都会拿出资金
投资。”他说，这算是抱团融资的雏形。

如今，该商会已有近千家企业，其
中大多数是小微企业。张自健说，通过
商会这一平台，会员企业可以共享资源
和信息，有许多项目以一家企业的财力
无法承接，于是商会中几家企业将资金
聚零为整，合作拿下项目，从而获得更
大的发展。

“通过抱团融资，可大大增强企业
的抗风险能力，从而增强市场竞争力。”
市民营企业家联合会发起人、河南联合
煤化集团董事长徐六生表示，联合会将
帮助会员企业融资，与多家银行达成融
资意向，以联合会名义向银行交纳风险
保证金，实行会员企业间相互担保贷
款。另外，联合会还将建立互助基金
池，为会员企业短期急需用款及倒贷款
等提供资金支持，让企业通过抱团，真
正取暖。

本报记者 郝洋

如何破解资金缺乏这一困扰小微企业发展的大难题？

抱团融资，让民企得“大实惠”

昨日是第24个全国助残日，由市残联、洛阳广播电视台
共同主办的“让爱心启航 让梦想飞扬”市第24个全国助残日
爱心捐助暨文艺演出活动举行。来自市特殊教育中心学校的
学生分别献上了舞蹈《牡丹赋》、葫芦丝演奏《月光下的凤尾
竹》等节目，他们虽然听不到、看不到这个世界，却用坚强和乐
观奏响了生命的最强音。

活动现场，市残联和洛阳新闻广播为残疾朋友捐赠了30
辆轮椅、10根盲杖以及200盘笑星相声、评书等有声读物。

记者 李迎博 摄

过去的几年，青岛经济的大转型
时段。

重点企业、高端项目带动传统产
业全面升级，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成
功突破万亿元大关；倾力培育新的经
济增长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崛起；
着力构建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
构，服务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县域经济
发展迈上新水平，民营经济取得新发
展，对外开放实现新突破；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的绿色之路越走越宽……

最为关键的是，青岛全面启动蓝
色经济区建设，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
济区龙头，努力推进蓝色硅谷、西海岸
经济新区等重大战略实施，赢得了巨
大的产业布局空间、区域发展空间和
体制机制创新空间。

大转型，催动青岛“蓝色崛起”。

面对危机全力转型升级

自2007年以来，面对复杂的国际
国内形势，青岛科学分析经济发展中
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全力促进转型
升级，主要经济指标跃上新台阶。

自2009年开始，青岛大力发展海
洋经济，培育海洋优势产业。“蓝色之翼”
鼓动全市海洋产业加快发展，2010年，
全市海洋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

工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大关

在过去的几年里，青岛一批重大
项目相继竣工投产，一批关键技术陆
续取得突破，以家电电子、汽车机车、
石化化工、船舶海工为主导，纺织服
装、食品饮料、机械钢铁为基础的七大

产业集群迅速崛起。2010年，全市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首次突破万亿元大
关，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几年中，青岛定向引进大批科技
含量高、带动作用大、经济效益好的高
端产业和关键技术项目。同时，迎难
而上推进老城区企业搬迁改造。

随着调整速率的加快，青岛工业
布局由城区向市郊转移集聚。截至
2011 年年底，即墨汽车及零部件、董
家口重化工等六大功能区规划面积扩
至 196 平方公里，累计完成基础设施
投资 146 亿元，六大功能区均已具备
项目投产运行条件。

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新引擎

截至2011年年底，在青岛重点推
进的 150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中，
已有 128 个开工建设，一批带动力强
的新兴产业大项目纷纷落户青岛。

在此过程中，青岛围绕蓝色经济
区和高端产业集聚区建设，科学布局
新兴产业，西海岸先进装备制造业基
地综合竞争力显著增强，高新区北部
园区承载力进一步提升，国家生物产
业基地建设日趋完善，中德生态园项
目顺利启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
料、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节能
环保、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势头强劲，成为新引擎。

努力打造现代服务业之都

在过去几年里，青岛不仅全面提
升“制造业名城”的品质，还努力打造
现代服务业之都，着力构建以服务经
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推动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

几年来，青岛在金融、物流、旅游、
信息、文化等现代服务业重点领域改
革均取得重要突破。高新区“新三板”

股改挂牌程序启动，中韩陆海联运汽
车货物运输甩挂滚装航线开通，外国
籍干线船舶中转业务获准开展。

截至 2011 年年底，青岛已拥有 6
个省级服务业集聚区、12个市级集聚
区、24个“十二五”重点建设集聚区。
2011年，这些集聚区累计吸纳就业30
万人，实现税收100亿元以上。

蓝色硅谷引领“蓝色崛起”

2011年，青岛抓住蓝色经济区建
设的有利时机，依托自身海洋科研优
势，适时提出蓝色硅谷战略，实施“一
区一带一园”的总体布局，倾力打造中
国蓝色硅谷，成为引领青岛市“蓝色崛
起”、加快转型升级的创新之核。

截至2011年年底，青岛国家海洋
科学与技术实验室一期工程基本完工，
生物医药中试平台建成投入使用……

与此同时，青岛着力打造的海洋
科研成果孵化区和产业化基地——
国内新兴的海洋新药及海洋生化制
品研发和生产基地、世界最大的海藻
加工生产基地、国内重要的舰船涂料
及功能材料科研生产基地等快速形
成。“蓝色硅谷战略这一创新内核的
加速裂变，促使大批高端、高质的涉
蓝项目快速推进，全市转型升级的步
履骤然加快。”青岛市经信委一位负
责人说。 （据《青岛日报》2012年1月
31日01版）

青岛：产业转型催动“蓝色崛起”
《青岛日报》记者 林刚

《洛镜铜华：洛阳铜镜发现与研究》
引专家热议

青岛西海岸船舶和海洋工程产业集群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