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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农村小水利工程

编者按 小微企业的发展受到全社会关注。2015 年起,小微企业免征 42 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国家进一步为
小微企业减负。那么，新的一年里，小微企业在发展中还面临哪些困难？近日，本报编辑部收到一些小微企业主
来信，他们表示，融资难、融资贵、法治环境不完善等仍然是困扰小微企业发展的突出问题。他们期盼，扶持政策
能更给力，让小微企业发展“不差钱”。

我们公司是一家位于河南省西峡县的
民营小微企业，经过多年发展，目前我们已
成为集奶牛养殖、乳产品加工为一体的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企业发展过程中，
我感觉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法治环境不完
善，致使企业发展环境紊乱。

法治观念的欠缺，主要表现在企业内
部。例如订立营销合同时，缺少法律顾问
的把关，由于缺少了最关键的合同约束因
素，导致合同失去法律效应，企业遭受不良

损失；还比如在员工的管理上，对员工权利
保护不到位等。法治环境的欠缺主要表现
在社会上，如企业的合作欠缺法律约束，容
易出现“老赖”难题，这都给企业发展增加
了不确定因素。

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推动法治
社会建设，为小微企业发展提供风清气
正、优良和谐的发展环境，是我最大的期
盼。首先，期盼通过多种形式的法治宣传
教育活动，让法律走进我们小微企业。其

次，期盼政府部门作表率。建设法治社会
是一项系统和艰巨的任务，政府执法部门
应积极发挥导向作用，推动形成法治大
气候。

在新一年里，我决定自己首先要做到
学法用法守法，在企业内部开展法制讲堂，
聘请法律顾问，建设法治企业。我希望通
过自己的努力，影响带动更多的小微企业
主动参与到法治中国的建设中来。

（河南省西峡县 胡勇俊整理）

我们公司是一家有 70 多人的民营股
份制科技型小微企业，主要生产钢铁、水
泥企业计量配料设备。近年来，受国家
宏观调控政策影响，钢铁、水泥行业不景
气，我们公司生产经营也陷入困境。

目前，我们企业经营面临两个比较突
出 的 问 题 。 一 是 市 场 对 产 品 的 需 求 下
降。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钢铁、
水泥行业出现生产下滑，对计量配料设备
的需求大大减少。对此，我们企业没有坐

以待毙，而是在不断研发新的产品。
二是企业融资成本高。目前企业应收

货款分散在 100多家企业，清收难度大，导
致企业资金紧张。另外，企业目前在当地
一家银行贷款 1300万元，利率为基准利率
上浮 60%，年息达到 9.6%，企业每年的利
息支出就要 120 多万元，如果续贷，还要重
新办理土地、房产、机器设备等抵押财产的
评估、登记等，又增加了一部分支出。

2015 年我最大的期望就是，银行对我

们的贷款利率能够少上浮一点，给企业让
一部分利。如果银行能再简化一下贷款的
续贷手续，企业还能少交一些费用，这将有
利于帮助企业走出经营困境。

我们相信，企业目前遇到的困难只
是暂时的，随着国家出台的解决小微企
业融资难和融资贵一系列政策措施的不
断落实，小微企业的未来一定是充满希
望的。

（河北承德市 李凤文整理）

近年来，为了扶持科技创新，北京市
陆续推出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
金、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等政策。然而，
对于很多科技型小微企业来说，这些扶持
鼓励政策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如科技型
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只针对成立时间
在 5 年以内的企业，对于研发周期长的高
科技企业而言，5 年的时间只够完成研
发，不足以实现企业的营收。而很多中小
企业翘首以盼的北京市高新技术成果转

化项目，则明确要求企业注册资金不低于
1000 万元，这令很多小企业难跃龙门。

就拿我们公司来说，我们是中关村科
技园的一家高科技医疗器械企业，主营产
品是国内首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心衰超
滤治疗设备。目前产品处于市场推广的阶
段，是最亟待资金哺育的时期，然而由于没
有销售收入，虽然技术领先，却无法得到政
府的资金扶持，甚至连获得风投也困难，处
于政策和资金的真空地带。

我们衷心希望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政
策能更加细化。针对研发周期长的高科技企
业提供长期低息贷款，或者根据企业特点，
创新融资模式，比如简化知识产权质押贷款
程序。对于研发首创产品的企业，也应降低
扶持资金的申报标准，将它们和成熟企业区
别对待。

我们坚信，随着创新型企业的扶持政
策不断细化和落实，我们高科技小微企业
公司在 2015年会迈上新的台阶。

我从 1992 年开始从事海蜇营销，从广
州湾、渤海湾、黄海收购鲜海蜇，在当地深
加工后，再包装分类销往浙江、江苏等地。
随着营销规模的扩大，2010 年注册成立了
公司。2014 年，我们公司加工成品海蜇
560吨，部分产品销往日本、韩国等国家。

2015 年，我力争加工成品海蜇 800
吨，其中自营出口 300 吨，吸纳长期工 25
人。要实现上述目标，市场、管理和生产技

术都不是问题，最大难题就是资金短缺。
公司要实现正常运转需要流动资金 1400
万元，需要融资 500 万元。但由于我们企
业规模不大，能提供的可抵押物少，又缺乏
专门针对小微企业的担保机构，部分大银
行不愿意放贷，一些小银行的利率又很高，
融资难的问题十分突出。

令人振奋的是，2014 年 11 月 20 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扶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

发展的意见》，指出进一步完善小型微型
企业融资担保政策,大力发展政府支持的
担保机构，引导其提高小型微型企业担保
业务规模，合理确定担保费用。我期望担
保政策尽快落到实处，能从国有商业银行
贷到款，减轻融资压力，从而让我们有能
力加工更多鲜美的海产品，丰富老百姓的
餐桌。

（山东省滨州市 高占根整理）

山东沾化文辉海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吉冉——

希望企业发展“不差钱”

河北承德市联创计控设备有限公司吕明——

期盼给予更多信贷支持

北京哈特凯尔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李士虎——

扶持政策应更有针对性

河南新太阳乳业有限责任公司王景伟——

为企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近年来，我们江西省南城县蛋鸡养殖
业发展迅速，2014 年全县蛋鸡年存笼达
330 万羽，鲜蛋产量 3.67 万吨，产值达
4.48亿元，已经形成完整的蛋鸡产业链。
但令当地养殖大户意想不到的是，鸡粪处
理问题成为困扰其发展的一大瓶颈。

前些年，一袋鸡粪可卖 7 元，蛋鸡养
殖专业户一年仅销售鸡粪，就可收入七
八万元。现在，没人上门收购不说，倒贴
钱也没人要，养殖户为此发了愁。据了
解，目前，在包括南城县在内的抚州市，
果树种植面积约 100 万亩，一亩果树需
施发酵后的鸡粪 300 公斤，需求量在 30
万吨左右。但现在全市鸡粪年产量超过
60 万吨，这还不算那些猪粪、牛粪等有
机肥，可以说供需严重失衡。

供需只是一个方面，与化肥对比，鸡
粪利用的劳动力投入更是大得惊人。因
此一些品质意识不是很强的种植户，干
脆直接施以化肥，有机鸡粪因此更受冷
落了。

许多蛋鸡养殖专业户反映，目前迫
切希望当地能建设一个以鸡粪为原料的
有机肥加工厂，变废为宝，解决鸡粪对环
境造成污染的问题，使蛋鸡产业实现可
持续健康发展。

笔者了解到，在周边建一个以牲畜
粪为原料的有机肥加工厂，销路应不成
问题。目前，抚州市鸡粪、猪粪、牛粪总
数约在 100万吨左右，除了沼气制肥、制
气，以及蔬菜栽培需求外，还有约 60 万
吨盈余，以其中三分之一“归笼”计，工厂
容量可达到 20 万吨，而全市年需求量在
30 万吨左右，因此销路应该没有问题。
此外，向莆铁路，福银、济广两条高速公
路，以及 206 国道均从南城县穿过，原料
及产品的运输极其方便。

笔者建议，当地政府应进行有针对
性的招商，引进有一定规模的现代化有
机肥加工厂，为畜禽养殖户解除后顾之
忧；同时引导果树种植户转变种植方式，
提高绿色、生态意识，在生产中多施用有
机肥，以扩大“内需”。

（江西省南城县 揭方晓）

江 西 南 城 养 鸡 大 户 ：

盼建立有机肥加工厂

编辑同志：
2014 年 12 月 25 日，贵报“谁在拖

欠农民工工资”曝光台栏目，报道了

江苏省宿迁市丽清大别山鹅火锅店老

板刘斌拖欠熊良侠等 5 名农民工 1 万多

元工资款的问题。报道刊出后，在当

地 引 起 强 烈 反 响 。 报 道 刊 出 当 日 晚

上，家住江苏省泗洪县的熊良侠给笔

者打来电话，告知已经拿到拖欠的工

资 2490 元，困扰了她两个多月的“要

工资”问题，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宿迁市宿城区劳动监察大队的孙

女士告诉笔者：“我们看到报纸报道

后，第一时间与老板取得联系，详细

核实情况后，帮助工人拿到了工钱。”

笔者随后又联系了当事人刘斌。据他

介绍，目前，5 名农民工的工资已经全

部发放到位。他表示，之所以迟迟没

有支付工资，是因为手中资金一时周

转不过来，现在店面转让出去了，第

一时间就支付了几名工人的工资。

农民工权益保护，是全社会关注

的大事，《经济日报》 开设专栏对拖欠

农民工工资的现象进行曝光，充分发

挥了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有助

于营造全社会关心农民工、维护农民

工合法权益的舆论氛围，对于推动解

决恶意欠薪问题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

用，体现了 《经济日报》 作为党报的

社会责任感。

（江苏泗洪县委宣传部 董 亮）

5 名农民工成功

拿到拖欠工资

从 2014 年 12 月 16 日起，《经济日报》连续刊登
“行进中国·精彩故事”大型主题采访活动。记者们
深入田野边疆、工厂社区，踏访科技创新第一线、改
革开放桥头堡，用真实生动的中国故事，书写时代华
章。那一个个带有泥土气息、带着百姓体温的精彩
故事，传递着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激励着我们每个人
努力干好本职工作。

在新的一年里，要把中国故事讲得更精彩，一是
要求记者要有敏锐的洞察力，要能在行走中发现能
体现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的精彩故事。只
有深入一线，走进社区工厂、站到田间地头，才能找
到“源头”与“活水”，才能真正了解人民群众的所思
所想和喜怒哀乐，理解人民群众的奋斗与追求，才能
找到鲜活的第一手素材。

二是要牢牢把握故事为谁而写，写给谁看的关
键，要把服务人民群众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努力用最朴实的语言，用接地气的表现方式，让
精彩的中国故事走进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坎里，并产
生强烈的共鸣。只有这样，中国故事才能真正发挥
出激励人、鼓舞人的作用。

（湖南茶陵城西小学 黄云生）

让中国故事讲得更精彩

岁末年初，全国各地媒体都推出了各具特色的
“年终报道”。翻阅其中，笔者感觉到还是咱们《经济
日报》的“中国故事”读起来格外过瘾。

首先，精心策划、内容充实。每个故事，都是时
代印记，一个个故事组成了一年来在经济领域发生
的代表性事件。如《拿下百亿美元大单的“幕后”》、

《从余额宝到“余额宝们”》、《中国航天人的光荣与梦
想》、《奔跑吧，中国机器人》、《快递业，百万大军争潮
头》等文章，关注的都是国家发展的“大动脉”和百姓
心中的“敏感区”，是读者最希望了解的热点问题，而
且下笔自然，既给人以“舒而美”的亲切感受，又给人
以强烈的现场感。

其次，版式精美、图文并茂。“中国故事”版面设
计庄重大气，尤其是图片的采用，现场感强，对于烘
托主题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再次，标题精致、耐读耐看。系列文章在标题制
作方面也是精耕细作，既提纲挈领，又朗朗上口，起
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所有这些，都体现了编辑们
的用心与细致，体现了办报者真正站在读者角度写
稿、编版。

（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 马洪利）

每个故事都是时代印记

近期，《经济日报》 推出了 2014 年终特别报
道，笔者读后感觉很新颖，而且非常接地气，充
满了正能量。尤其是 2014 年 12 月 22 日刊登的

《返乡农民圆了创业梦》 一文，笔者读后感觉很受
鼓舞。

近年来，笔者所在的胶东地区大量青壮年农民
外出打工，有的村庄种地热度集体降温，导致耕地
闲置、荒芜时有发生，令人痛惜。眼下春节将至，
正是农民工返乡高峰，此时刊出 《返乡农民圆了创
业梦》 非常及时，具有很强的引导意义。

农村是广阔天地，回乡农民大有可为，同时也
有利于缓解城市就业压力。但是，农村创业条件很
艰苦，创业周期也长，因此，不少农民对返乡创业
有顾虑。最近召开的 2014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提出了加大农业政策和资金投入力度的具体措施，
这为农民创业提供了政策支持和依据。相信有了惠
农政策指引，返乡农民只要立足农村，因地制宜，
就一定能圆创业梦。

（山东省高密市 单立文）

返乡创业梦可期返乡创业梦可期

打好现代农业普惠仗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①山东无棣县盐业公司海盐文化研发中心，工人正在加工盐雕。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②四川雅安经济开发区借助灾后恢复重建金融扶持政策，帮扶中小企业加快发展。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③江西九江市着力打造和建设轻工产业集群，为小微企业提供投资兴业的创业基地。 杨风胜摄
④湖南茶陵县深港服装有限公司利用政府提供的贴息贷款，扩大生产规模。 吴宇欣摄

2014 年 12 月 22 日，《经济日报》 年终特别报
道版刊载了 《现代农业多亮色》 一文，报道了我国
传统农业正加速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喜人局面。

笔者认为，现代农业的发展必须依靠农业社会
化服务体系的支持，才能弥补生产经营主体耕地规
模的相对不足，节本增效。由于我国农业地域面积
广，分布不均衡，给现代农业发展提出了新挑战，
我们必须打好现代农业普惠仗。

一是以点带面促普惠。要积极构筑现代农业发
展大框架，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培育现代农业龙
头企业集群，壮大优势产业，并以此为支撑逐步带
动和辐射周边地区实现现代农业普惠。

二是以补增资扩普惠。政府要加大财政投入，
加大补贴额度，让农民尝到现代农业的甜头。另一
方面，要鼓励农产品加工、流通等企业积极与现代
农业相对接，通过银企联合、银农联合等方式，增
加农业信贷投入。

三是健全机制强普惠。现代农业科技含量高、
技术要求严格，因此必须研究落实好工作机制，提
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通过健全机制推进现代农业
工作落实，增强发展后劲。

(山西省原平市 吉建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