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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作为淄博主城区的张
店区金融业态十分单一，基本上
商业银行成了唯一的金融业态。
作为一级金融市场的重要“阵
地”，张店区的股权投资市场多被
齐鲁股权交易中心“控制”，抛开
单一的选择性，其覆盖范围也仅存
在于中心挂牌企业，并不能满足
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资金需求。

然而，就在一年多以前，这
一局面被彻底“改写”。

用时仅一年零四个月便吸
引基金209只，注册规模约817
亿元，实缴规模约156亿元，无疑
为业界“黑马”。这样的成绩，比
国内头部金融聚集区、有着海南
金融业开放桥头堡之称的亚太
金融小镇，都不遑多让。

如此亮眼的成绩，来自于淄
博科创基金港。

如此不俗的业绩，得益于近
两年淄博金融政策的变化。自
2019年12月30日中共淄博市委
十二届九次全体会议明确提出
实施金融赋能行动以来，淄博市

陆续推出各项金融政策，不断招
引国内优质基金公司并扶持当
地企业上市融资。

作为上述变化的助推者，张
店区也陆续出台各项金融政策：
对新设立或新引进的法人金融
机构及其分支机构等给予资金
补助、对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的本地企业给予上市奖励等。

在张店区委、区政府的主导
下，淄博科创基金港应运而生，
也成为了淄博首个基金机构集
中聚集地。以政府为引导、市场
化运作的淄博科创基金港，有着
更高的社会关注度，更容易形成
规模和示范效应，同时，在一系
列优质特色服务的加持下，也吸
引着更多的优质资金落户淄博。

回忆入驻淄博科创基金港
的经历，来自北京一知名基金公
司的负责人高先生颇有感触地
说：“淄博的营商环境变得越来
越好，我愈发坚信此次来淄发展
的决定没有错。”

凌晨3：00从北京出发，早晨
8：00抵达淄博着手办理新公司
的注册手续，当天下午这家名为

“淄博君和锦荣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公司便完
成了企业开户手续。高先生用

一个“牛”字概括了现下淄博市
政务服务的效率。

淄博科创基金港负责人刘
畅介绍说，为了保证每一家来到
淄博科创基金港的基金公司有
更好的体验，他们总是提前为对
方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提供完备
的“前置化”服务。

以专业赢口碑，凭服务赢客
户。自2020年7月成立至今，在
张店区打造科创产业金融高地
的政策支持下，以资本撬动产业
升级，通过搭建投融资新平台助
力城市开辟新场景、培育新物
种、打造新生态的淄博科创基金
港，凭借基金数量和规模增量交
出了一份精彩的金融答卷，初步
建成了生态合理、多元化、多层
次的区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体系。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淄博
科创基金港已完成对山东七河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在内
的7家优质企业的第一批股权投
资，其中政府引导基金投资金额
达1.5亿元，同时撬动了5亿元的
其他资本投资，实现了以市场化
手段将社会资本配置到政府重
点支持的产业，推动淄博产业结
构调整升级的目的。

成绩的背后，除了以政府为
背书的信用体系及政策支持外，
淄博现有的雄厚实体经济体量
为基金公司提供了海量优质投
资标的，而张店区相对“空白”的
区域股权投资市场又为基金公
司提供了“大展拳脚”的“蓝海”。

在基金设立和管理规模上，
目前，科创基金港已联合多个区
县设立了总规模34亿元的政府
引导基金，其中仅在张店区便设
立了总规模为24亿元的政府产
业发展投资引导母基金、2亿元
人才发展基金、2亿元资本市场
服务基金、2亿元产业园区基金、
1亿元的创投基金。同时，科创
基金港还已管理4只有限合伙基
金，实缴资金达78亿元，2021年
已缴纳税额近300万元。

此外，在科创基金港的发起
带动下，2021年5月，淄博市基
金业协会成立，目前共计38家协
会会员单位，这对凝聚全市基金
业人才、优化基金业生态、推动
基金业可持续发展，推动实现跨
界融合和资源整合，都将起到举
足轻重的作用。

基金的良好发力，还刺激了
淄博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

过去的一年，淄博企业纷纷

启动上市工作，仅2021年便有6
家企业完成上市。至此，淄博已
拥有41家省级重点上市后备企
业，另有25家国家级专精特新企
业和204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作
为北交所上市储备企业。

未来，淄博科创基金港的作
用也将被不断放大。

据刘畅介绍，2022年，淄博
科创基金港将继续挖掘投资淄
博本地优质企业，拟对不低于8
家本土优质企业进行股权投资。
争取经过2年运作，基金港引进
基金机构、基金、类基金机构数
量及服务机构不低于240家，基
金管理规模不低于1000亿元，
实缴规模不低于200亿元，力争
成为助力政府基金产业发展的
优质品牌和全国一流的投资基
金专业化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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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用一年零四个月便吸引基金209只

淄博科创如何成为基金“黑马”

免费吃午餐 长者食堂成老人“第二个家”
淄博张店党建引领接地气 打造和谐社区“家”文化

淄博一家长者食堂为社区
老人提供免费的午餐，被很多老
人亲切地称为“第二个家”。免
费的午餐如何吃？食堂不收钱
如何运营？很多老人带着好奇
来到这里，结果不仅成了食堂的
常客，还成了食堂的义工。

1月11日早上8:00，记者来
到淄博市张店区牵引电机厂宿
舍区内的东苑社区雨花爱心互
助餐厅，这是张店区体育场街
道东苑社区2020年8月引入的
长者食堂。食堂从开业之初就
给老人提供免费午餐，很多老
人一开始都不相信有这样的好
事，因为好奇走进食堂，很快便
被食堂浓浓的“家”的氛围
吸引。

在这儿，所有工作人员都是
社区的老人志愿者，义务帮忙，
他们一起洗菜、择菜、切菜、熬
粥、做馒头。大家干活都是哼着
小曲儿，一派轻松愉快的氛围。
干完活，食堂负责人司文英带领
老人们一起诵读经典，感悟传统
文化的魅力。如今，就连不识字
的八旬老人，也能随口背诵几句
《弟子规》的内容。在这儿，老人
们找到了情感上的归属与寄托，
并将这儿当成了“第二个家”。

免费的食堂除了给老人带
来情感上的慰藉，还给社区的残
疾人提供了自力更生的场所。
司文英告诉记者，这儿的几名残
疾人义工，来到食堂做义工后，
跟人打交道多了，人也快乐起
来，解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

爱出者爱返。司文英说，食
堂为老人提供免费的午餐，老人
们也都通过不同方式将爱回馈
给了社会，他们有的到食堂做义
工，有的捐钱捐物资。77岁的赵
兰芬老人是食堂的常驻义工，每

天早上，早早过来帮忙择菜、洗
菜、打扫卫生，中午在餐厅吃完
午餐之后，主动跟其他义工一起
洗碗、擦碗、将碗放入消毒柜，然
后整理桌椅、清洗抹布等。谈起
走进长者食堂免费用餐并做义
工的过程，赵兰芬老人告诉记
者，老伴去世多年，儿女也不在
身边，她常年独居，有时会感觉
寂寞。自从来到长者食堂就餐
并做义工后，感觉自己重新融入
了社会，有了归属感、获得感。

“这儿都是老人，不愿意跟儿女

说的事情，都能跟他们敞开聊
聊，而且做义工后生活充实了，
人有了精气神，心情好了，精神
状态自然也变好了。”

像赵兰芬这样的老人很多，
一开始，他们因为好奇来到食
堂，一来二去便被食堂的氛围感
染，加入了义工行列。

除了给老人提供免费午餐，
带领老人诵读学习，长者食堂还
定期举办联欢会，让老人们聚在
一起唱歌跳舞，敞开心扉拉拉
呱，在欢声笑语中，整个社区的
氛围日益融洽，邻里之间更加和
谐和睦。

给老人提供免费午餐的长
者食堂，到底是靠什么支撑运营
的呢？司文英介绍，他们主要靠
爱心企业、组织以及个人捐助来
维持成本运营。多年来，因为食
堂有了良好的口碑，慕名捐助者
众多，就连经常来吃饭的老人，
也会将家里吃不了的米、面、油
捐给食堂，时不时就给食堂买点
菜等。

点滴小爱汇聚成了爱的海
洋，慢慢成了正能量的循环。食
堂提供免费午餐的事情不胫而
走，社区外的不少老人也带着好
奇心来这儿吃免费的午餐，一传

十、十传百……慢慢地，老人们
不仅成了食堂的食客，还成了食
堂的捐助者，就这样，爱心能量
场越来越大，汇聚成了更大的力
量，让爱慢慢流淌……

司文英说，希望这样的食堂
能够开到更多社区，让每一个走
进食堂的老人，都能感觉到爱的
能量场……

一个小小的食堂，让退休后
闲在家的老人重新融入社会发
光发热，让整个社区更有活力，
更加和谐，这都得益于张店区体
育场街道党建引领进社区带来
的变化。食堂所在地以前是闲
置活动场所，在张店区体育场街
道办的主导下引入建设了长者
食堂，为居民解决了一餐热饭的
难题，让年轻人能够无后顾之忧
地投入到工作中。东苑社区党
委又为食堂配备了电视等基础
设施，借助学习强国等平台积极
引领老人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以及传统文化等，丰富了老
年人的精神世界，让老人感受到
了“家”的温暖，让和谐社区建设
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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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人来长者食堂做义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