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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茸

天合光能二期车间天合光能二期车间 拍友拍友 时补法时补法 摄摄

 宋美丽在政务服务大篷车上为群众办事。
共享联盟南湖站 叶朱意

“美好生活号”
政务服务大篷车

天合光能（义乌）科技有限公司
二期车间里，机械臂自动区分电池
片正负极，将电池片精准摆放、智能
排版。车间里工人不多，随着高精
尖设备飞速运转，经过自动叠焊、自
动贴胶带等工序，一款名叫“小金
刚”的高端分布式光伏组件陆续下
线。

天合光能所在的义乌市苏溪镇
光源科技小镇，聚集了 10 余家光伏
光电及上下游企业，2021 年产生了
2家年产值超百亿企业，天合光能就
是其中之一。2021 年，金华年产值
超百亿企业首次达到 5 家，其中 4 家
是位于义乌的光伏企业。

取得这样的成绩，需要企业的
创新、攻关，也离不开良好的营商环
境。近日，我们跟着苏溪镇经济发
展服务中心主任朱剑，和他一起为
光伏企业当“保姆”。

帮企业找厂房

我们跟班的第一天，朱剑没有
带我们去苏溪镇，而是来到 20 公里
之外的义乌市稠江街道。他说，今
天的任务，是为新招引的义乌泰扶
新能源有限公司找到合适的过渡厂
房。和我们一起来的还有义乌市经
济开发区招商五部部长盛志敬，泰
扶就是他参与招引的。

“又见面了！”朱剑带着我们走
进一个新建园区，泰扶的两位负责
人也从杭州过来了。一行人把两个
厂房走了一圈，朱剑和盛志敬按照
泰扶的需求，有针对性地介绍：“整
个园区约7万平方米，这两个厂房有
5600 平方米，厂房高度够高，距你
们义乌落地的地块很近，而且隔壁
也是一家光伏配件企业⋯⋯”

朱剑告诉我们，泰扶主要生产
光伏组件边框和焊带，可以为光源
科技小镇的天合光能、东方日升等
企业提供原材料，这样一来，不仅可
以降低光伏企业原材料运输成本，
也可以让义乌光伏产业链更完整。

“目前义乌还没有生产光伏组
件边框的企业，这是第一家。”盛志
敬补充道，其实他和朱剑已经几次
带着泰扶物色厂房，不过没有找到
特别满意的。

“如果今天能敲定就太好了，这

边上就是高速口，走绕城高速不到
半小时到光源科技小镇了。”朱剑告
诉我们。

交流了大约一个小时，双方约
定回去考虑后最终敲定。“我们感觉
这里挺不错，新造厂房，配套设施也
比较齐全，我们会尽快敲定，争取年
底能投产。”泰扶相关负责人和我们
握手道别，听到对方正面答复，朱剑
脸上难掩喜色。

朱剑说，招引产业链上合适的
配套企业，也是对企业生产的一种
服务。服务企业时，如果企业提到
有上下游企业愿意来义乌，或者他
们希望招引某种类型的上下游企
业，自己会和盛志敬一起想办法。

6年前，华灿光电（浙江）有限公
司回归义乌，带回了不少上下游企
业。近些年，义乌陆续招引了晶科
能源、晶澳太阳能、天合光能、瑞丰
光电等一批行业领军企业，基本形
成半导体发光和新能源光伏产业。
浙江工商联公布的 2021 年浙江营
商环境最优工业大县，义乌排名全
省第一。

现在，义乌已经引进了 20 多家
光伏光电及配套企业，其中光伏产
业链中游企业基本齐全。“接下来我
们还打算招引更多光伏银浆、胶膜
和丝网等辅材生产企业，以及光伏
装备制造企业，让整个产业链更加
完善。”盛志敬说。

为发展“抢时间”

“朱警官，你还有多久到现场？
今天又要辛苦你出谋划策了。”第二
天，朱剑和我们约好时间，一起进企
业解难题，刚上车，他就开始打电
话。朱剑说，这次要解决的是交通
问题，他请了义乌市公安局交通警
察大队苏溪中队队长朱志强现场解
决。“企业遇到的问题五花八门，我
这个‘保姆’要帮他们找对人，然后
抓紧时间落实。”

“你看，前面那条路叫好派路，
南北两侧分别是天合光能（二期）和
爱旭科技，这两家都是去年年产值
超百亿元的企业。”路上，朱剑开始
介绍，随着两家企业产能不断增加，
这条路上每天进出运送原材料和成
品的集装箱货车超过 100 辆，而两

家企业的进出货通道正好门对着
门，时不时就会引起交通拥堵。“原
材料进不来影响生产，成品运不出
去更是麻烦，这看上去是小事，影响
可不小，需要尽快解决。”

我们从车上往外看，这条道路
双向四车道，通行整体还算顺畅。
等开到企业门口，我们才发现拥堵
的原因：天合光能一侧停着排队进
入企业的大货车，占据一个车道；爱
旭科技一侧画着一排停车位，又占
据了一个车道，原本的四车道被挤
压成了两车道。

朱志强前期已经对周边路况做
过调研，我们下车的时候，他已经和
天合光能的工作人员开始讨论。

“门口路段的非机动车道能不
能变窄一点，大货车比较宽，拐进厂
区时占用了旁边车道，后面就堵起
来了。”

“非机动车道宽度设置是有规

范的，我建议这里拆除两片护栏，大
货车拐弯空间就够了⋯⋯”

一个多小时后，大家对周边交
通组织有了新方案。朱剑在一旁拿
着本子时不时记下一些内容。发现
我们在看他的本子，朱剑笑着把本
子递过来。“我在记方案落实需要的
材料和涉及的部门，比如拆除护栏
和增减车位，需要我回去联系城建
部门沟通。”朱剑说，讨论结束后，他
会马上找人落实，帮企业“抢时间”。

“抢时间”，从企业落地就开始
了。以天合光能为例，一期基建和
设备进场仅用了 112 天，二期建成
投产只用了 99 天。光伏光电企业
投产前，光伏“保姆”们会联动十几
个部门组团上门服务，为尽快投产

“抢时间”。朱剑曾带着供水、供电、
行政执法等部门到即将投产的浙江
瞻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组团服
务，现场梳理出 5 个需要解决的问

题。组团服务结束，朱剑还拉着组
团部门组建了一个“瞻芯电子服务
群”，后续服务十分细致，让企业发
展无后顾之忧。

和企业一起“长大”

“中午带你去吃义乌营业额最
高的肯德基门店怎么样，猜猜看在
哪？”

“不会在苏溪吧！”
朱剑对我们点点头，车子已经

在苏溪的一家肯德基门口停下，这
里距光源科技小镇不到一公里。该
小镇现有企业员工 4.8 万余人，近些
年，苏溪镇建设了商业综合体，开办
了新学校等，目的就是为他们提供
更便利的生活，让他们在这里安心
地工作。来吃饭时，除了义乌话，我
们还听到了河南话、江西话等全国
各地的方言，热闹却又和谐。

简单吃过午饭，我们马不停蹄
来到了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该公司 2018 年落地时，由 10
千 伏 线 路 供 电 ，随 着 去 年 二 期 投
产，10 千伏线路已无法满足用电需
求，需要新建 110 千伏变电站，从而
释放更多产能，同时也能节约电费
成本。

就在前一天，110千伏变电所项
目企业外部线路开始施工了，但据
朱剑了解，该项目企业内部线路和
外部线路不是同时设计，而且企业
内部线路后期进行过调整，项目外
部线路的施工单位对此并不知情。

“幸好你提早告诉我，我要是按
照施工图施工可就麻烦了。”义乌市

输变电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王志
刚和东方日升相关负责人听说后，
拿起施工图在比对。朱剑带着我们
一起，拿着施工图把新线路重新走
了一遍。

“内外项目交界点处，由哪家施
工单位负责施工？”“新线路比原先
长了将近 80 米，这部分的施工费用
怎么办？”各方现场提出了疑问和待
解决问题，朱剑都一一记录下来，密
密麻麻写了好几页。

6 年来，光源科技小镇已经有 5
家光伏光电企业进行了扩产。企业
在“长大”，苏溪镇除了为他们解决

“成长的烦恼”，也要和他们一起“长
大”。

朱剑告诉我们，这些年苏溪镇
不断推进产城融合步伐，以产促城，
以城兴产。除了现有的基础设施、
商业、住宅等配套，苏溪镇接下来还
计划引进星级酒店、筹建初高中一
贯制的苏溪中学等，不断提升城镇
能级。“你看那边是义乌（苏溪）国际
枢纽港，建成以后义乌—宁波进出
口海铁联运业务都在那办理，光伏
光电企业就有了更便利的出海通
道。”朱剑望着东方，开始憧憬小镇
的未来。依托已经开工建设的金甬
铁路，义乌（苏溪）国际枢纽港可以
为光伏光电企业外贸出口提供更大
的区位优势。

义乌苏溪镇怎样给光伏企业当“保姆”？记者跟班两天——

贴心，为企业解决“成长的烦恼”
本报记者 叶梦婷 杜羽丰 共享联盟义乌站 余依萍

义乌苏溪镇怎样给光伏企业当“保姆”？记者跟班两天——

贴心贴心，，为企业解决为企业解决““成长的烦恼成长的烦恼””
本报记者 叶梦婷 杜羽丰 共享联盟义乌站 余依萍

如今，在嘉兴市南湖区，提起
“美好生活号”政务服务大篷车，不
少人都会竖起大拇指。

从 2020 年 6 月 18 日首发以来，
这辆大篷车每周发车三趟，走街串
巷，将水、电、气、公交、医保、社保、
商事登记等 84 个高频办理事项服
务送上门，让老百姓办事“一次都不
用跑”。

大篷车长什么样？又是如何
运转的？近日，我们跟随嘉兴市南
湖区政务数据局（行政审批局）的
资深服务专员宋美丽，乘坐“美好
生活号”政务服务大篷车为小微创
业者和居民送服务。

复杂事项提前上门

早上 7 时 50 分，我们登上了大
篷车。从外观看，红色的大篷车和
普通公交车区别不大，只是车身上
写着“‘美好生活号’政务服务大篷
车”。我们从前门上车，车厢里除了
增加了几张桌子，还多了电脑、打印
机、高拍仪、公交卡等设备。宋美丽
穿着一身深蓝色工作套装，脖子上
还系着一条丝巾，看上去格外利落。

8 时，大篷车准时发车。路上，
宋美丽和同事们为何一直埋头“刷”
手机？我们好奇地凑过去一看：医
疗器械经营方式有哪些？办理食品
安全许可证需要哪些资质⋯⋯

原来是南湖区政务数据局（行
政审批局）能为群众办理的事项有
近千项。为了更快捷熟练地为群众
服务，每周线上考试、每月线下笔试
成了宋美丽和同事们的日常。“一有
时间，大家就抓紧刷题。”宋美丽说。

经过 40 分钟车程，大篷车到达
第一站——新丰镇新大路边的一家

餐饮店。
宋美丽和现场勘查科同事沈玉

良刚下车，店老板冯卫斌就迎了上
来。这两年疫情反复，门店生意受
影响，冯卫斌琢磨转型，计划给企业
等大单位集体送餐。

“集体送餐要求比较高，你的食
材进来到出去得‘不走回头路’，避
免交叉污染，因此要设计专门的备
餐间、粗加工间，还要配备更衣室、
紫外线杀菌设备等⋯⋯”沈玉良一
边走，一边指出要修改的地方。宋
美丽指给我们看，现有的后厨是一
个大开间，整个区域都需要重新设
计、装修。

随后，宋美丽仔细查看了食品
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并告诉冯
卫斌：“现场勘查没问题后，除了食
品经营许可证、健康证、平面图外，
还要带着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证，以
及厢式货车的车辆行驶证来才行。”

“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证？”冯卫
斌有点懵。宋美丽解释：“这个证一
年考一次，建议你重新招聘一个有
证的员工比较省事。”

临走，冯卫斌再次表达了感激：
“幸亏你们来了，否则我还不知道要
走多少冤枉路、花多少冤枉钱”。

办好小事就是大事

9 时 30 分，我们随着宋美丽
来到第二站：新丰镇永丰村，几
位上了年纪的村民已等候在小
广场上。

“我家几年前开了个小卖
部，后来房子拆了，想问下当时
办的那几张证还能用吗？”村民
沈晓红拿出手机翻出照片，
原来是营业执照和烟草经

营许可证。
“只需要去镇里办理信息变更

就能继续用。”宋美丽提醒她，在镇
上的便民服务中心里就可以办，办
理时间在上午 8 时半到 11 时半，下
午1时半到4时半。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沈晓红
惊叹。“之前被问到过。”宋美丽微笑
着回答。除了具体办事外，下村还
会遇到各种状况和问题，两年时间
下来，宋美丽成了“万事通”。

说话间，64 岁的杨福根拿着两
张公交卡来到了宋美丽面前：“我的
公交卡坏了。”接过公交卡，宋美丽
利索地将它放在读卡器上，发现卡
里余额还有 80 多元，但是因为时间
比较久，之前办理的时候又没有实
名，所以暂时刷不了。

“阿姨，我给你实名认证下，重
新激活一下，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很快，公交卡办好，杨福根笑眯眯地
告诉我们，不用专门跑一趟，真是太
好了。

公交卡充 50 元、水费缴 100 元
⋯⋯这段时间，来办事的基本上都
是老人，办理的也多是在我们看起
来比较琐碎的小事，但宋美丽一直
很有耐心。

“这两年虽然大部分事项都实
现了网上办，但年纪大的老人不会
用，更愿意当面办。”宋美丽说，大篷
车开通之前，每个月来局里办事的
60岁以上老人约5000人次，不少老
人从村里坐一两个小时公交车，带
着现金过来办理缴费、公交卡充值
这些“小事”，“这也是大篷车下乡进
村的意义。”

11时，大篷车返程。发车前，永
丰村党委副书记李姜雁叮嘱：“你们
多来我们村嘛，村民们都盼着。”

现场代办服务升级

下午1时半，在南湖区智慧政务
大厅，宋美丽开始了下午的工作。
她所在的区域是自主申报区，宽敞
明亮的空间里，整整齐齐放着几排
桌椅，每个位置上都有电脑、高拍
仪、打印机等设备。

宋美丽告诉我们，如今通过浙里
办，企业和群众可以在线上办理580
项业务，但是每项业务需要的材料、
流程都不一样，界面也千差万别。

说话间，通过取号、叫号，56
岁的秦华群坐到了宋美丽工

位旁的凳子上。秦华群原本
在家带孙子，现在孙子长大
了，她打算在嘉兴市区一
家农贸市场摆摊卖菜，需
要办理营业执照。

用秦华群的手机号和
验证码登录她的浙里办
后，宋美丽熟练地操作起
来：选择类别，输入经营者
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
住所等基本信息。我们也
凑上前看了看，只见界面
上需要填写的内容密密麻
麻。我们还没来得及仔细

看，宋美丽已迅速输入完毕，
点击进入下一页。

10 分钟后，表格全部填写完
毕。半个多小时后，秦华群拿到了
新鲜出炉的营业执照，脸上笑开了
花：“太谢谢了！我本来以为起码要
1 个小时，没想到现在办事这么方
便，而且一分钱都没花。”

“谢谢”，这是宋美丽这几年来每
天听得最多的话。然而 2005 年，她
刚开始在基层工商所工作时，由于办
事需要的材料繁杂、流程复杂，为了
一件事群众经常要跑好几次，听到最
多的是各种抱怨，甚至还会挨骂。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2016 年
底，浙江提出“最多跑一次”。同年，
南湖区成为全国相对集中行政许可
权改革试点单位，在全省乃至全国
首推“行业许可一证化”“企业开办
一日办”“无差别全科受理”“水电气
网便利化报装”等多项改革。南湖
区还积极推进数字化改革走深走
实，让企业和城乡居民办事更便捷
高效，增强他们的获得感。

“这些年，抱怨听不到了，‘谢
谢’多起来了。”宋美丽笑着说，心情
也顿时美丽起来。

为何许多嘉兴南湖小微创业者给这辆大篷车点赞？记者搭车找答案——

启程，把政务服务送到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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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左一）跟着朱剑（左二），为企业解决供电问题。 拍友 时补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