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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民族商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 

〔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各位会员代表： 

上午好，我代表云南省民族商会第一届理事会向大会报告工作，

请予以审议，并请出席会议的领导和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过去五年的工作重心和情况 

云南省民族商会的成立，必将载入史册，成立当天，收到 300 多

份贺电贺信，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国务院有关部委，云南省委、

省政府、省属各委办厅局，云南十六州市全部发来贺电。2011 年 12

月 30 日，全国政协副主席白立忱和省政协主席王学仁在省政协礼堂为

商会揭牌。商会的成立，为云南省各民族企业之间、企业与社会之间

加强沟通合作搭建了一个重要平台，为省委、省政府加强与各民族企

业的联系开辟了一个新的渠道，对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促

进云南省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㈠主动服务会员单位，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⑴做好协调工作，为会员单位排忧解难。筹备商会至今，为发起

单位、会员单位解决各种疑难杂症上百件，小事杂事上千件。大的问

题涉及会员企业生死攸关，有的企业合同纠纷，有的企业面临欺行霸

市现象，有的企业涉及高利贷，有的涉及资金断裂，还有的涉及黑社

会，有些会员孩子上学、转学，企业职员子女找工作，升职入伍一一

找商会协调，复杂程度难以想象。商会秘书处不管是不是会员，有没

有交纳会费，积极联络相关部门，组织顾问团队，尽量帮助解决问题，

做到一视同仁。想方设法向各级党委政府呼吁协调，为会员企业解决

了大量卓有成效的事务。但主要工作还是集中在棘手问题、企业融资、

政策补贴和市场开拓方面。筹备至成立 6 年来，至少帮助三个大型房

地产企业（企业要求保密）解决合同纠纷、建筑纠纷、交房纠纷，为

企业争取时间度过难关，避免数亿元损失。帮助一些行业龙头企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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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市场，招聘人员，追讨债务，多年来为会员单位、相关企业追回 1.6

亿元资金。 

⑵成立小额信贷公司，解决会员单位融资问题。积极破解中小会

员信贷难题，五年来，商会协调较有实力的会员，牵头在各州市县组

建成立 50 多个小额贷款公司和金融服务中间机构，为中小会员发展提

供信贷和融资服务，解决数十家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至少为四家大

型企业解决融资问题，救活企业三家，解决 6 亿多元融资。 

⑶拓宽融资渠道，组建民族基金公司。结合会员发展状况，为会

员提供融资担保，商会组织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平安银行等金融机

构授信合作，授信额度超过 200 多亿元，成功使用 2 亿元。立足我省

民族和区域优势，用活政策，牵头组建云南民族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努力破解中小企业投融资难题。 

⑷组织考察交流活动，为企业市场开拓服务。协调顾问团队考察

企业，商会成立不到一个月就组织 6 位部级领导考察褚时健的褚橙基

地。组织数十位部级领导多次考察维和集团，多次协调商会名誉会长

副国级领导考察茶叶企业、农业企业，多次协调省委、省人大、省政

府、省政协有关领导考察会员单位，为会员解决各种问题，为会员多

次协调解决企业产品销路和市场开拓。秘书处组织调研考察达数百次

之多，平均每星期至少一次调研考察会员单位。 

⑸协调优惠政策，支持企业参与政府项目。积极主动帮助会员协

调政策，至少为数十家企业申请到政府补助，拿到补助的所有企业资

金合计 5000 多万元。帮助企业参与政府项目，为数十家企业解决各种

行政审批、资质办理，招投标服务，涉及总金额 20 多亿元。 

 

㈡积极建言献策，参与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 

⑴主动推荐政协委员，参加各级政协活动。五年来，商会向各级

政协推荐数十位政协委员，省级 5 名，州市级 12 名，县级数十名。这

些商会会员代表积极参加政协活动，撰写提案，为企业和会员单位呼

吁各种需要解决的问题，有效代替商会服务职能。 

⑵主动参与政协调研，提交各种行业提案。五年来，秘书处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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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各级政协互动，参与省市级调研上百次，撰写涉及民生、民族旅游、

民族文化、民族食品、教育、交通、治安等提案百余个，特别是清真

食品行业、条例法规的制定。为数十个行业领域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有力推动相关领域的立法，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⑶脚踏实地参与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始终坚持省民宗委的

业务主管和领导，坚持和省人大民委、省政协民宗委、云南民族大学

和省民族学会的交流往来，积极参与涉及民族经济、民族团结进步事

务的各种活动，支持云南民族文化、民族旅游、民族食品和民族医药

行业发展，支持各地成立民族相关行业企业，脚踏实地参与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区建设。 

 

㈢主动参与社会事业，支持举办各种纪念活动 

⑴积极参与社会交流，支持举办展览展示活动。筹备开始，商会

就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连续五年参与外交部、国家民委等单位主办的

“中国边疆重镇”高峰论坛活动，赞助支持第一届云南十人书法展、

赞助古滇苏志昆书画艺术展、赞助大型图书《云南民族》首发式，赞

助祁山诗书作品展和《祁山诗书选集》研讨会等活动。牵头主办云南

民族文化博览会、云南民族旅游商品交易会，承办外交部、国家民委

主办的 2013 第三届“中国边疆重镇”高峰论坛，成功举办“云南省民

族商会”揭牌仪式，国家领导人亲自出席。这在云南历史上绝无仅有。 

⑵举办各种纪念活动，参与文化事业。商会响应号召，积极参与

文化艺术事业活动，独家主办纪念钱南园诞辰 270 周年书画作品展，

庆祝云南解放 60 周年将军摄影作品展，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周年书画

作品展，纪念云南首任省长赛典赤·赡思丁诞辰 800 周年座谈会，支

持云南第一届少数民族题材摄影大赛。参与著名画家钟开天大型壁画

《壮丽中华》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座谈会，赞助参与并主导举办云南

省多场重大正能量的纪念活动。得到社会各界好评。 

⑶举办民商论坛，开创公共交流服务。2013 年，率先在全国开展

民族两会，2014 年牵头在云南主办首届“民商论坛”，开创云南省公

共交流先河，公开透明探讨云南民族经济发展现状和出路，为云南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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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各业集思广益、开启专家指导的开端。 

 

㈣支持国家深化改革，转变商会服务职能 

⑴主动配合国家改革，解聘所有党政干部。2013年以来，随着中

共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召开和深化改革的深入，各级政府不断简政

放权，市场的经济规律和游戏规则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形势和行业

规则发生了逆转，以及民族企业的诉求相应转变。商会顺应时代发展，

主动解聘 3 位国家领导、3 位中将、6 位正部级领导、8 位少将，18

位副部级领导、30 位厅局级干部的名誉职务，率先在云南开启党政领

导干部不再参与社会团体任职的先例。 

⑵转变商会服务职能，建设网络服务平台。随着政府进一步加快

简政放权力度，社团职能的转变大势所趋，其功能将从提供政策咨询

和行政审批咨询服务转至更为具体的项目、资金、人才和销售服务上。

为应对不断增加的服务压力，结合互联网经济发展趋势和电子商务对

传统企业的影响，通过协调投资，将会员的项目、资金、人才需求和

销售服务进行整合，用时 3 年投资 1000 多万元打造云南通网络服务平

台，大大降低商会服务成本，同时加大了服务企业的力度和加强了服

务会员的质量。 

 

㈤积极参与对外工作，扩大国内外影响力 

⑴扩大国内外影响力，谋取合作空间。组织参加国内外经济交流

考察活动，邀请印度企业代表和 MBA 研究生考察玉溪维和制药企业，

组织会员考察印度古吉拉特邦招商引资，组织企业考察吉尔吉斯斯坦

企业、俄罗斯企业，组织会员考察德国节能企业，秘书长陪同习近平

总书记出席中荷经贸合作论坛，参加开幕式和酒会。各种对外交流有

力促进商会影响力，为会员谋取更多合作空间。 

⑵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加强国际合作交流。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

设，2013 年，商会与世界华人协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有力的扩大国

际影响力，参与泰国国家冶金企业铁砂矿合作，与柬埔寨开展旅游合

作，与老挝政府签订数十亿元红木进出口合作项目，协调中国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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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员滞销的过剩商品置换给非洲换取石油。受马来西亚吉兰丹省商

会邀请参与马来西亚西海岸铁路项目建设。 

 

㈥加大宣传力度，参与广播电视项目投资 

⑴建立建设网络平台，扩大对外宣传。商会筹备开始，投资数十

万元建设云南省民族商会 ( 筹备工作 ) 官方网站，云南省民族商会

网，民商网，云南通网络服务平台。以上任意网络平台到目前为止，

依然可以随时查看商会所有资料、项目信息、政府政策、会费收取和

使用、章程档案等相关信息，是目前云南功能最强，使用最方便操作

最简单，网络应用综合性最强的网络平台。这对商会扩大对外宣传和

影响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 

⑵主办各种刊物，发行宣传手册。商会筹备开始，按时出版简报

会刊，每一次活动，每一次会议均有简报。出版发行 3 期《民商》会

刊，发行量均达 2 万册。出版编辑一期云南民族企业年鉴。印刷 1 万

册《云南省民族商会画册》，这在云南行业协会商会史无前例。 

⑶投资影视作品，参与云南对外宣传。五年来，商会积极参与中

央电视台和省委宣传部对外宣传工作，牵头参与拍摄中央电视台中文

国际频道百集系列片《中国古镇》，投资 200 万元拍摄云南境内的十集。

投资十万元支持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拍摄美丽中国乡村行《乡土情团

圆梦》纪录片。拍摄十余部商会发展纪录片，将商会重大活动新闻在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经济频道、国际频道播出。积极邀请云南电视

台新闻联播参与商会相关活动的报道宣传。参与投资制作网络电影 5

部，协助拍摄一部电视剧。 

 

㈦积极参加公益活动，参与扶贫攻坚调研 

⑴组织社会公益事业。秘书处多次组织社会公益活动，支持回族、

苗族宗教节日活动，五年来共计捐款捐物价值 100 多万元，赞助支持

国家民委“让边疆不再遥远”大型主题公益活动。组织向省图书馆捐

赠图书，参与国家广电总局爱电影送学行动。 

⑵参与扶贫攻坚项目。积极参与省政协、省民委扶贫调研，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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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少数民族村寨贫困人口的帮扶，为苗族贫困人口送米送油，协调公

安厅、民政厅解决文山、开远、西双版纳苗族，怒江傈僳族无户籍人

员的落户问题。组织秘书处人员进社区、进农户、进养老院和孤儿院

开展慰问活动。五年来重点支持协调会员申报各级政府扶贫攻坚项目，

为上百户贫困人口解决贫困补助问题。 

⑶支持助学扶贫事业。针对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学生开展一对一帮

扶，支持大理州扶贫基金会开展扶贫助学活动。支持云南民族大学少

数民族贫困学生就业创业。 

 

㈧规范商会组织机构建设，不断开拓进取 

⑴支持成立地方民族商会。五年来，理事会和秘书处协调各州市

民族企业、民委和民政等相关部门。支持成立了大理州民族商会和临

沧市民族企业商会。曲靖市、红河州民族商会也在筹备之中。 

⑵支持成立行业分支机构。截止目前，商会支持成立咖啡与茶业

分会、清真食品行业分会、普米族文化经济研究中心、阿昌族文化经

济研究中心、民族民间书画院和彩云俱乐部等分支机构。进一步细化

和解决会员单位的专业服务需求。 

⑶规范文件档案，是非功过可追溯。商会成立以后，秘书处所做

的首要工作是集中在内部文件、会议纪要、简报的恢复和照片视频档

案整理规范。任何与商会相关的活动、会议、调研均有文字记载、摄

像记录和会议纪要。 

⑷统一行政事务标准化，提高办事效率。着眼商会发展大局，为

提高行政事务效率，统一实施行政事务标准化，专门制定出台《云南

省民族商会行政事务及管理标准化》，为加强与会员单位、其他单位和

政府有关部门的有效沟通，组织印刷标准小号、中号、大号信封 3 万

枚，印刷 64 开、32 开、16 开信笺 3 千余册，专用请柬、证书、聘书

3 千个。制作会员、理事、常务理事、副理事长水晶牌和证书牌 360

个。将商会行政事务行为规范统筹到制度化标准化建设上来，靠高素

质和专业化科学系统的运作，为会员单位高效服务。 

 



云南省民族商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资料〔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7 / 9 

二、不足之处和主要问题 

成立之初，商会制定了五年民族经济发展规划，是云南最早提出

为中小企业发展服务的商会。计划组建民族投资担保公司，成立小额

贷款公司、成立云南民族商业银行。定期召开民族两会、举办民商领

袖论坛，举办民族特色商品博览会。成立行业分会，成立地方分支机

构。建设云南民族品牌认证中心，组建商会俱乐部。计划投资建设云

南民族大厦，投资建设云南民族大酒店等项目。 

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闭幕后，未等理事会进入工作状态，理事长

人选三次变更。第一届理事会五年任期说到就到，五年民族经济发展

规划和宏伟蓝图未等开工就很快结束。不管怎样，理事会依然不忘初

心，逐梦前行，砥砺奋进。精为砥、粗为砺，人生经过砥砺，就会意

志坚定，心胸开阔，成就非凡。五年过去了，理事会为商会解决了许

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

大事。迈过艰难坎坷，闯过激流险滩。最终得以实现很多的构想，目

前，云南省民族商会是我省档案最全，资料最丰富，社会公益活动最

多，影响力最大的社团之一。 

虽然第一届理事很多规划没有做好，除了云南民族大厦、云南民

族大酒店项目，大部分最初的设想逐步实现，但是我们组建的民族基

金是云南唯一的公募基金。我们举办过的活动是云南屈指可数的大型

正能量活动，我们拍摄的记录片开创云南先河。我们所做的事业前无

古人。我们深知，所有的一切，离不开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省委

统战部的支持，离不开为商会的筹备、成立给予无私帮助关心的各级

领导，还有省民委、省民政厅的具体支持，更离不开会员单位的共同

努力。我们清醒的认识到，商会的发展需要我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需要得到会员单位的理解和支持，虽然我们还有很多的不足之处，我

们希望各级领导、各行各业继续给予指导帮助和支持。面向未来，我

们相信新一届理事会将努力为打造一个留名千载的阳光商会打开一个

更加扎实和务实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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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第二届理事会的工作建议 

新一届理事会站在时代发展和变革的前沿，本着为会员服务的基

本原则，根据会员分布和现状，建议如下： 

㈠规范商会职能机构建设 

增强服务意识，使会员单位生产能力、生产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得

到巩固和发展。一是逐步成立分支机构为地方会员近距离服务；二是

逐步成立行业分会为会员提供专业服务，使服务便利化和最大化；三

是完善会员服务制度，将商会管理行为规范统筹到制度化建设标准上，

为会员单位高效服务。 

㈡积极吸收相关产业会员 

根据我省产业结构，结合会员分布状况，结合商会发展需要，吸

收结合我会发展的新兴会员单位。成立相应分支机构和办事机构，减

少服务成本。组建为会员服务的俱乐部和战略机构，达到为会员全方

位服务。 

㈢成立民族行业基金 

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由云南民族基

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牵头，分别成立民族文化、民族旅游、民族食品

和民族医药行业基金，加强和改善对中小企业会员的金融服务，进一

步解决中小企业会员融资难问题。 

㈣举办民商领袖论坛 

继续举办民商论坛，根据需要，分别在 16 州市按届举办“民商论

坛”，为会员单位及企业家提供企业运营、投融资和战略咨询服务。邀

请中央战略机构负责人、知名专家、高等院校教授、国有企业负责人、

政府职能部门人员和专业人才共同探讨民族企业未来发展方向和企业

利润增长模式。 

㈤举办民族特色商品博览会 

立足我省资源、区位、民族文化等优势，找准定位，主动融入一

带一路战略，加快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的合作，学习沿海开放经验，定

期举办民族特色商品博览会，开拓市场，加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交流互动，谋求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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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为民族企业跨越式发展服务 

利用商会平台，做好会员单位调研工作，通过走访，听取会员单

位的意见和建议，及时了解会员单位的经营情况，统计有关发展数据，

对会员单位发展有重大影响的议题和项目，要想办法向有关部门反映，

并提出具体措施和办法。积极组织会员单位参加招商引资工作，定期

举办会员内部或与外部的商业交流活动，组织会员单位到国内外参观

考察，协助会员单位沟通关系，获取更多的市场信息和资源，实现会

员单位跨越式发展。 

㈦建设云南民族大酒店 

继续努力，想方设法投资建设云南民族大酒店，使商会各民族兄

弟会员有固定的交流活动场所，让各民族兄弟企业在昆明活动有可靠

的食宿和休闲保障。 

最后，让我们高举民族团结进步大旗，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真抓实干，继续在中

共云南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省委统战部和省宗民委的具体支

持下，在省民政厅的帮助下，做好云南省民族商会工作，坚持各民族

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永远不动摇，以优异的成绩为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区建设做出更大贡献。谢谢大家。 

 

云南省民族商会 

2017 年 12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