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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白麟）12月
18日，重庆联交所集团亮出了一
份“十三五”时期的成绩单：近五
年，通过帮助央企和地方国企集中
退出非主业，处置僵尸、空壳、亏
损、高风险企业股债权等，共计为
国资国企引入社会资本和调整盘
活资产超800亿元。

国资国企产权交易政策性强，
对此，重庆联交所在保证阳光规范
交易基础上，贴近需求、全程跟踪，
为市场主体提供咨询策划、营销推
介、“一企一策”等市场化服务，及
时快速响应客户需求，充分发挥产
权资本市场作用。

例如，在服务重庆医药健康产
业有限公司 49%股权转让过程
中，重庆联交所周密细致安排时间
节点，精心对接每一环节，短短47
天内完成项目交易，引入医药行业
龙头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41亿元受让，帮助化医集
团高效、规范实现产业布局结构调
整。

此外，重庆联交所还紧密围
绕混合所有制改革、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等重点领域，常态化举办
产权、土地、不良资产等专题推

介会，大力发展线上服务，通过
网络直播、实景航拍、“VR 看
样”、无人机看样等方式精准服
务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客户，广泛
发动市场。

如今，重庆联交所集团平均每
天有130多宗项目挂牌，70多宗
项目成交，有近15万单医用产品
可供交易，在同行业网站中处于领
先水平，市级平台交易额占全市公
共资源交易总量的80%。

重庆联交所已建成“云＋
网＋端”及“上连国家、下连区
县、横连地方政务平台、覆盖多
种交易、服务各类市场主体”的
全市公共资源交易一张网，平台
注册市场主体 3.1 万余家，其中
外地企业占60%；央企交易项目
中，重庆市外央企占比 66%，基
本涵盖全国所有省、自治区、直
辖市。

近期，重庆联交所还在央企服
务领域全面推行了“1+2+4”计划，
即走进100家央企，央企项目整体
竞价率保持在20%以上，带动云、
贵、川、渝4地产权交易机构深入
合作；与西南联交所共建的“共同
产权市场互联网平台”上线并开放

“项目直通车、混改专区、川渝直播
间、川渝情报站”四大功能板块，供
投资人一站式获取川渝两地国企
混改、股权转让、资产处置等各类
项目信息，实现川渝两地产权市场
融合发展。

重庆联交所亮出“十三五”成绩单

为国资国企
引入社会资本盘活资产超800亿元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 通
讯员 章烈）12月 15日，丰都县
三建乡红旗寨村文化广场23盏太
阳能路灯正式投用，标志着我市首
个“点亮乡村”公益项目在丰都县
三建乡落地见效。依托该公益项
目，三建乡将在明年6月底前安装
140余盏太阳能路灯。

丰都县三建乡是市人大常委
会办公厅扶贫集团对口帮扶乡，也
是全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
为助力三建乡脱贫攻坚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民建重庆市委会协同
市委宣传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扶贫集团、丰都县及有关单位，共
同策划了“点亮乡村“公益项目。
该项目具体由支付宝公益、江北区

绿叶义工、铜梁区龙城义工组织开
展，旨在为乡村捐赠、安装路灯，助
力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江北区绿叶义工负责人张海
峰介绍，预计在2021年6月底前，
丰都县三建乡将安装140余盏太
阳能路灯和一批公共区域庭院
灯。此外，还将同步开展“山里孩
子有梦想”公益项目，为丰都县三
建乡捐赠一批公共文化大礼包、小
学生梦想礼包，包括民法典、宪法
等书籍和乒乓球桌、羽毛球拍、篮
球、足球等体育器材。他还透露，
下一步，绿叶义工将在民建会员等
爱心人士中筹集公益金，定向在丰
都县所有乡村小学实施“山里孩子
有梦想”项目。

重庆首个“点亮乡村”公益项目亮灯
丰都三建乡将安装太阳能路灯140余盏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12月20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高新区获悉，西部（重
庆）科学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出“容缺审
批”等创新措施。通过“以函代证”、分段办
理施工许可证等方式，助力重大项目工程
建设提速开工，确保高质量完成科学城各
项重点项目建设任务。

目前，科学城的建设正如火如荼进
行：科学大道一期土石方工程已完成
37%，完成4座排水涵洞、2座地通道的建

设；大学城复线隧道、陶家隧道等项目相
继完成招标，将于年底开工；新规划建设
的7所学校正有条不紊地建设。

“建设进度超出预期计划，这得益于
科学城’容缺审批’改革。”重庆高新区开
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管理人员孟力
表示。

“特事特办、急事急办。为搞好重大
项目建设，就要优环境、强服务；提效率、
抓进度。”重庆高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为
扎实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高
新区创新推出“容缺审批”优化机制，压缩
开工前“等”的时间，给项目推进吃下“定
心丸”。

如为保证规划建设的7所学校在2021
年顺利投入使用，重庆高新区建设局采用

分段办理施工许可证与施工许可函相结合
的方式，推动学校开工建设。建设单位并
行推进办理主体工程的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初步设计审批、施工图审查等多个
事项，使各学校提前开工2至3个月。

针对政府投资重点项目，重庆高新区
推行“以函代证”，建设单位只要取得用地
批准手续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意见函》，
即可申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意见函》暂
时代替《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容缺后
补，先行开工建设。建设单位在项目竣工
验收前，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再换
取正式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通过
推行“以函代证”的方式，政府投资项目可
提前开工3至6个月。

重庆高新区还对社会投资项目分段

办理施工许可证。企业在取得用地规划
许可证后，即可先行申办《土石方工程施
工许可证》，开挖平基土石方和基坑工程，
施工同时办理主体工程《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通过分
段办理施工许可证，社会投资项目可提前
开工2至3个月。

重庆高新区还将施工许可证核发与质
量安全监督手续合并办理，对开工安全条
件审查达不到要求的，建设单位作出限期
整改到位的承诺后，即可核发《建设工程施
工许可证》，变“事前”为“事中事后”。

下一步，重庆高新区将继续完善“容
缺审批”机制，扩大办理事项范围，把工作
做细做实，为企业群众营造更加优良的营
商环境。

西部（重庆）科学城推出“容缺审批”创新机制
助力重大项目建设提前开工2至3个月

□本报记者 赵迎昭

“学会藤编，在家里抽空编就能赚到
钱，一天轻松赚个百八十块钱。”12月18
日，在云阳县外郎乡金竹沟社区举行的非
遗（藤编技艺）扶贫培训开班仪式上，市级
非遗“外郎藤编传统手工技艺”传承人凌
建云对30名学员说。

凌建云去年创办的藤编公司，今年纯
利润已超过50万元，还带动了当地数十
名村民就业、增收。他笑称：“藤编产品供
不应求，现在最大烦恼是缺人手。”

传承200多年的藤编手艺为何受到
市场青睐？又如何成为带动村民致富增
收的“法宝”？

自幼学习藤编
产品远销多省

凌建云今年49岁，从14岁开始跟随
父亲、哥哥学习藤编技艺，在自家作坊制
作、销售以藤椅为代表的藤编产品。

“1990年左右，3个哥哥都外出务工
了，父亲执意要我传承藤编技艺。”凌建云
说，编织一张藤椅工序繁多，一般需要两
天时间，他也曾想过外出闯荡“赚大钱”，

“父亲反复说，甩掉这门手艺太可惜了，只
要编得好，藤编产品不会被淘汰。”

就这样，凌建云留在父亲身边，靠编
织藤编产品生活。“那时我们父子俩一个
月能卖30多张藤椅，一张卖16元。”凌建
云说，当地几乎家家户户都坐藤椅，父亲
技艺娴熟，编织的藤椅经久耐用、造型美
观，是畅销货。

父子俩还琢磨出70多种藤编产品，
编织的果盘、藤箱、摇篮等产品除了在当

地走俏外，还远销湖北、山东、福建等地。

坚守藤编手艺
重新闯出市场

在凌建云的印象中，2005年起，藤编
产品逐渐被排挤在家具市场外。

“当时皮质、布艺沙发风靡一时，很多
老乡觉得藤椅老土，不愿意花35元购买。”
凌建云说，他为此发愁了很长一段时间。
直到从亲戚口中得知种植平菇简单易学、
市场效益好后，他才新找到赚钱的门路。

2005年，凌建云率先在外郎乡引进
优质平菇菌种，搞起了平菇种植。仅靠种
植平菇，他一年收入能达8000元。“还编
什么藤椅，还不如一门心思种平菇。”很多

乡亲这么对凌建云说。凌建云听后总是
笑笑，他心里寻思：“这门祖祖辈辈传承的
手艺我可舍不得甩，好东西总会有销路。”

2005年以来，凌建云一边种平菇，
一边编藤椅，他等待着藤编技艺重新焕
发生机的机会。2012年，云阳电视台播
出了凌建云传承藤编技艺的故事，让一
度沉寂的藤编产品重归大众眼前。“电
视台播出不久后，我就收到了一个200
张藤椅的订单，一张藤椅售价200元，
我又看到了销售藤椅的光明前景。”凌
建云说，他还在当年接到一个300张藤
椅的订单，起初犹豫了几天，最后咬着
牙答应了，“我雇用村民，教他们编织藤
椅，最终用半年时间完成了这些订单。”

效益越来越好后，凌建云在乡上买了房
子和门面。

“随着人们消费水平提高，越来越喜
欢原生态的产品，云阳藤椅环保、舒适，所
以受到更多人喜爱。”云阳县文化馆馆长
付官春说。

非遗活态传承
让藤编技艺发扬光大

近年来，凌建云常常在市文旅委、县
文化馆组织下参与展会，推介藤编产品的
同时，还获得了不俗的经济效益。

在前不久举行的第六届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博览会上，凌建云参展的藤编产
品销售一空，还接到了近5万元的订单。

“国家很重视非遗技艺的传承，我要把藤
编技艺传承下去。”他说。

如何传承？凌建云在当地成立了公
司，不仅吸纳当地近20个村民成为公司
员工，还带动20多个村民灵活就业，“村
民可以在家里带娃的同时编织藤编产品，
公司会统一收购和销售合格产品。”

此外，去年9月，在市文旅委、云阳县
文旅委等部门的组织和支持下，2019鲁
渝共建云阳县藤编手工技艺培训班在泥
溪镇开班，农村建卡贫困户、场镇零就业
家庭、农村留守妇女等50余人跟随凌建
云学习了藤编技艺。凌建云说，他希望藤
编技艺发扬光大，外郎乡成为藤编之乡。

“我们正建设云阳非遗网络商城，将
把藤编产品作为重点产品推介，让云阳藤
编搭上网络快车走向全国各地。”付官春
说，藤编产品如果能够形成规模化生产，
将会让更多从业者尝到甜头，激励更多村
民靠自己勤劳的双手过上幸福生活。

“ 好 东 西 总 会 有 销 路 ”
云阳“外郎藤编”沉寂多年后火爆市场

12月18日，云阳县2020年非遗（藤编技艺）扶贫培训现场，村民在学习藤编技艺。
（受访者供图）

让想干事者有机会 让能干事者有舞台
九龙坡创业贷款全力支持创业就业

年关将至，聚会增多，吴家纯阳餐
饮店的老板吴小兵，成天忙得不亦乐
乎。

西彭镇渝西交易城经营着一家建
筑装饰材料零售门店的邓会兰，同样
很忙，“年底了，我们也准备趁着元旦
节做一些活动。”

在九龙坡，像吴小兵、邓会兰这
样，得益于创业担保贷款而在创业大
道上稳步前行的，还有许多……

2018年以来，九龙坡区就业和人
才中心充分发挥创业担保贷款的作
用，托起创业者创业梦想，助力小微企
业更好发展。3年来，累计发放创业
担保贷款1.06亿元，其中个人创业担
保贷款8926万元，小微企业创业担保
贷款1720万元，累计贴息655万元，
直接扶持创业556人，带动就业2500
余人，成为稳定就业的“助推器”。

帮助556人圆了“创业梦”

就业是民生之本，创业是发展之
基。这个时代总是在扶持一大批敢于
尝试、拼搏奋斗、追逐梦想的人，创业
担保政策就是其中之一。目前九龙坡
区个人创业项目贷款额度最高可达
20万元；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贷款，
基数可达20万元/人，额度上限为300
万元。

与此同时，区就业和人才中心变
“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多手段全
方位宣传创业担保贷款的实施范围、
申请条件、贷款额度等政策相关，力争
让政策惠及更多人。

28岁的唐小斌是一名高校毕业
生，心中奋发着一股创业热情。2019
年底，他创办了百信胶带经营部，创业
初期资金周转不开，又遭遇疫情冲击，
创业信心受到严重打击。正当一筹莫
展的时候，创业担保贷款政策给了他
希望。

“当天我就向社保所提交了20万
创业担保贴息贷款申请，不到一个月
时间就获得了周转资金，让我能够多
下订单，拿到更有优势的价格，不断延
伸自己的产品线。”唐小斌说。

3年来，九龙坡区通过创业担保
贷款，让556人圆了“创业梦”，并带动
就业2500余人。

放贷上亿元助创业者渡难关

创业过程中，资金是一个绕不开
的话题，尤其对于刚踏上创业之路的
经营着而言，资金短缺是普遍现象。
而创业担保贷款的出现，解了不少创
业者的燃眉之急。

去年底，重庆市沁鼎广告有限公
司资金出现缺口，年初的新冠肺炎疫

情更是让公司运转难上加难，甚至连
员工工资都难以保障。

“幸好，有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助
我们渡过难关。”该公司负责人说，公
司知道这项政策后，立马申请了200
万元的贷款。经过九龙坡区就业和人
才中心的加急处理，一笔200万元的
创业担保贷款打进了公司的账户。

同样申请了创业担保贷款的还
有退伍不久的戴开明。41岁的戴开
明从部队转业后在石桥铺街道创办
了重庆道航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主
要经营活动策划、教育培训等。疫情
让刚有起色的公司举步维艰。“我们
主要做亲子教育的一些活动，受疫情
影响活动停了，但讲师工资、课程开

发等支出不能少，压力还是比较大。”
戴开明说。

在和朋友的沟通中，戴开明了解
到政府有帮扶小微企业的创业担保贷
款政策，就立马到石桥铺街道办事处
进行了解咨询，并提交了20万元政府
贴息贷款申请，“有了这笔款项，公司
的运营和今后的发展将走上正轨！”戴
开明说。

资料显示，3年来，九龙坡累计发
放创业担保贷款1.06亿元，累计贴息
655万元，助无数个体经营者和小微
企业度过了难关。

帮助小微企业茁壮成长

个体经营者和小微企业发展到一
定程度后，想要扩大生产，缺少资金怎
么办？没关系，创业担保贷款能让他
们“高枕无忧”。

“要是没有创业担保贷款，我们的
转型和发展不会如此顺利。”谈及发展
历程，重庆无极贝塔电源有限公司负
责人感慨。

这是一家生产汽车线束的制造
企业。2017年，该公司抢抓新能源
汽车市场机遇，启动了新能源电动
车充电器线束项目，迈出了转型的
第一步。“虽说船小好调头，但是我
们一缺资金，二缺人员，三缺技术，

转型初期还是遇到了不少困难。”公
司负责人说，九龙坡区就业和人才
中心得知情况后，连续两年向公司
发放了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这
笔钱被用于增加设备、扩大厂房、提
升产能，成为了公司发展壮大的关
键——仅两年，该公司员工就从30
多人增加到70多人，产值从700万
元增加到 1500 万元，实现产值翻
番。“明年，我们有信心完成3000万
元目标产值！”有了政府的支持，公
司负责人信心满满。

一直以来，九龙坡区创业担保政
策除与市级相关政策保持同步外，还
在贷款额度、贴息标准、奖励经费和手
续费补助等方面有所突破。

“创业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我们
的扶持也会长长久久，持续不断。”九
龙坡区就业和人才中心负责人表示，
从2021年起，个人创业担保贷款政策
将由原本的全额贴息调整为部分贴
息，但为了更好地发挥创业担保贷款
贴息资金引导作用，九龙坡区将持续
加大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实施力度，继
续实行个人贷款全额贴息，小微企业
贷款给予LPR100%的贴息，全力支持
群众创业就业，让想干事者有机会，让
能干事者有舞台。

贺娜 王美蓉
图片由九龙坡就业和人才中心提供

九龙坡区就业和人才中心工作人员在审核创业担保贷款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