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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家节

一线调查

本报湖州 11 月 1 日电 （记者
吴丽燕）“创业35年，今天有了自己的
节日，这是对我们最大的激励和认可。”
11月1日，湖州企业家代表们盛装亮相，
迎接首届湖州民营企业家节，久立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周志江步入会
场时激动地说。

民营企业是湖州最富活力的市场主
体。近年来，当地涌现出一批行业内有
影响力的龙头骨干企业，培育出一批有
情怀、有担当的民营企业家。开幕式上，
湖州首次发布了营收、纳税、研发投入、
就业4张民营企业50强榜单，并为10家
获得2022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
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中国服务企

业500强”称号的湖州民营企业颁奖。
手拿荣誉，周志江在会场的企业家

文化墙前拍照留念。久立集团一直深耕
不锈钢管领域，这些年通过强化自主创
新，10余项新产品实现进口替代，打破了
国外垄断。虽然疫情之下市场不确定因
素增加，但久立亮眼的业绩表明，掌握核
心竞争力是企业行稳致远的关键。“举办
民营企业家节，极大地提振了我们的信
心。”周志江说，久立将继续强化自主创
新，立志研制出中国自己的不锈钢材料
牌号。

一旁的吉利长兴新能源汽车有限
公司总裁兼 CEO 童志远同样满怀信
心。“我们在湖州感受到了最优的服务、

最好的保障。”童志远说，仅10月，基地
就实现整车产销26188辆，眼下正为全
年超额完成 200 亿元产值的目标努
力。“民营企业家节的设立，必将推动湖
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吸引更多市外企
业家关注湖州、向往湖州、投资湖州。”
童志远说。

近年来，为让民营企业安心创新创
业、放手发展，湖州高度重视营商环境优
化，出台《关于打造营商环境最优市支持
企业家干事创业的实施意见》。今年该
市还在每周三举办“亲清直通车·政企恳
谈会”，市、县（区）四套班子主要领导分
别轮流听取企业家意见、建议，研究解决
企业家诉求。

政府服务好不好，企业家说了算。
开幕式上，15位民营企业家代表为湖
州市第一批营商环境“好案例”获奖部
门“一把手”颁奖。“企业家颁发的奖
牌，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认可和肯
定。”湖州市经信局党组书记、局长陆
建卫说。作为企业“娘家人”，今年经
信部门开展了“稳企业稳工业”“助企
纾困百日攻坚”等一系列活动，政企合
力渡难关。

据悉，今年8月，湖州市九届人大常
委会第四次会议依法作出决定，将每年
的 11月 1日设立为“湖州民营企业家
节”。接下来，湖州还将举行湖商“创业
创新创富”主题沙龙等系列活动。

15位民营企业家为营商环境“好案例”获奖部门颁发奖牌

湖州 你为我解难 我为你颁奖
本报杭州11月1日讯 （记者

全琳珉 拜喆喆 通讯员 韩颖 严驰）
11月1日，随着一年一度的“双11”
消费盛宴提前开启，浙江正式进入快
递业务旺季。省邮政管理局及各快
递企业全力保障快递业务顺畅运行。

“速度”是今年“双11”快递企业
的关键词。菜鸟物流相关负责人说，
今年“双11”菜鸟供应链预售极速达
覆盖的包裹量同比增长50%，核心
城市批量包裹可实现分钟级、小时级
送货上门。

用机器代替人工是企业加快配
送速度的最佳方式之一。11月1日
凌晨，杭州邮政分公司新建的南、北
部两大集包中心灯火通明，五花八门
的包裹邮件在双层分拣机上来回穿
梭，等着被工作人员分拣后打包装
车。“有了自动分拣机的助力，速度快
了不少。”杭州邮政分公司寄递快包
部集包中心负责人房景龙介绍，预计
11月1日晚，两个集包中心处理量
将达到90万件，是平时的3倍左右。

加速度的同时更要保畅通。浙
江省邮政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今
年“双11”省邮政收寄量将同比增长
约40%。截至目前，省邮政分公司
已开行409条一级干线直达邮路，较
去年增加35条。“我们也提前对邮件
的暂存场地进行了排摸，要求单独场

地优先处理特快邮件，优先接卸特快
专线邮路，做好政务、商企、极速鲜等
重点项目的运营保障。”

随着“双11”促销开启，省内开
展跨境电商业务的综合保税区如杭
州综合保税区、金义综合保税区等迎
来首个出货高峰。记者从杭州海关
获悉，10月31日8时至11月1日8
时，海关累计验放跨境进口商品货值
达6.4亿元。

10月31日晚10时，金义综合保
税区内灯火通明，跨境电商“双11”
促销的进口商品如流水般从仓库被
运输到打包间、分拣装车平台，通关
服务中心的海关关员周曙光也紧盯
着电脑屏幕，认真审核激增的电子单
证，及时放行运输车辆。

随着国内消费者需求多元化，跨
境商品种类也在变化。在杭州跨境
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下沙园区，今年
的主要备货商品除了母婴、美妆外，
还有咖啡机、电饭煲、电动牙刷、电动
剃须刀等，这类商品的备货量比去年
增长59.5%。此外，“宠物经济”持续
火热。有电商企业反映，今年宠物用
品的备货量比去年翻了一倍多。

据企业估算，今年“双11”期间，
下沙园区的跨境电商订单量将超过
370万单，日最高峰值订单将超过
200万单。

浙江力保“双11”快递业务顺畅
跨境电商迎来首个出货高峰

浙江力保“双11”快递业务顺畅
跨境电商迎来首个出货高峰

“日思夜盼了两年多，那一口放心水
到现在我们还是喝不上！”

说起自来水，正和其他几名村民一
起挖井的东阳市佐村镇山合村前王自然
村村民胡双伟，语气中有些无奈。

2020年，佐村镇实施农村饮用水一
户一表提升改造工程。“当年3月，除低
保户不用交之外，我们自然村60多户村
民一听到这个好消息，都很高兴地去交
了600元的一户一表自筹款。结果，水
表装好了，可当时承诺的2021年春节前
通自来水，却连影子都找不到。”胡双伟
家原本有一口水井，因为要通自来水，也
就没有用心去打理，谁知现在自来水还
没来，井已经废了，“今年天旱，每天为喝
水发愁，我们只好在边上再打一口新井，
虽然至少要花费七八千元，但这样等下
去，实在不是办法。”

有类似遭遇的，在佐村镇有 1500
多人。不久前，记者来到该镇珊门村，
看到村民家中有自来水龙头，打开也能

出水，但是这个水并不是经过净化处理
的自来水，而是直接引自附近一个山
塘。山塘距离村庄 200 多米远，长约
200米，宽约100米，塘水看上去还算清
澈，但上面有不少悬浮物。“我们现在是
既盼下雨，又怕下雨。”珊门村村委会副
主任王金治告诉记者，这个山塘容量
小，全村约160户村民靠它解决日常饮
用水，长期不下雨，水就不够用，但一下
雨，水就会变浑浊。

村党支部书记金和忠更是有苦难
言，当初交一户一表自筹款时，得到的承
诺是最多两年全村就可以通上自来水，

“可两年过去了，现在到村民家的水管都
安装好了，自来水却迟迟不通。村民找
我们，我们找镇政府、水务集团，一直得
不到解决。”

自来水通不了，最忙的是镇专职消
防队。队长梁正岗告诉记者，今年七八
月间，他们几乎每天要向缺水的村送8
至12车约40吨的饮用水。其中，佐村镇
五丰村的双燕、大坞自然村，桑梓村的上
溪自然村等12个自然村，用水尤其紧

张。“我们就一辆小水灌车，容量小，缺水
村又多，每天都是从早送到晚，应接不
暇。”梁正岗说。

那么，通不上自来水的原因是什
么？记者来到佐村镇政府，副镇长单大
明介绍，2019年下半年，由东阳市水务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主导，佐村镇政府配
合，实施农村饮用水一户一表提升改造
工程，绝大部分村民都交了一户600元
的一户一表自筹款。目前，全镇常住人
口的9000多名村民中，有7000多名已
经用上了合格的自来水，但还有4个行
政村的 1500 多名村民没有通上自
来水。

“工程分三个部分，分别是佐村镇厦
城水厂建设、通往各村的总管铺设和一
户一表安装，水厂建设和一户一表安装
在去年都已经完成。”单大明说，“问题主
要出在总管铺设环节，我们遇到了不少
困难，包括用地政策处理、青苗补偿、道
路施工、方案变更，以及疫情等影响，都
是之前没有想到的。”

随后，记者来到东阳市水务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公司负责人介绍，如果
除去外界因素，每个自然村的饮用水
一户一表提升改造工程，项目施工周
期一般为4个月。也正是基于这个原
因，当时有工作人员向村民作出了相
应的承诺。“之所以拖了这么久，是因
为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很多意想不
到的困难，比如，总管大部分沿山而
建，施工某路段多次山体滑坡；管网工
程路线长，涉及村庄、林地、道路、田
地、房屋等各种政策处理问题复杂，如
何补偿谈不下来，以及疫情的反复，造
成工程推进缓慢甚至停滞不前的困
境。”该负责人说。

对此，很多村民感到困惑：“有困
难可以理解，但当时连政策处理这个
大前提都还没谱，怎么能随意作承诺，
说什么时候竣工通水，害我们空欢喜
一场。”

据单大明介绍，如果顺利，预计在12
月底前可以让大家喝上放心自来水。佐
村镇1500多名村民究竟何时能够用上
放心的自来水，本报将持续关注。

一户一表早装好了，但东阳佐村镇1500多名村民企盼的自来水却一直不来——

这口放心水为何迟迟喝不上
本报记者 王晨辉

本报绍兴11月1日电 （记者
干婧 通讯员 钟肖荪） 11月1日，
绍兴召开《绍兴市“枫桥经验”传承发
展条例》新闻发布会。作为全国首部
以“枫桥经验”为旗帜的创制性地方
性法规，《绍兴市“枫桥经验”传承发
展条例》（下称《条例》）从11月1日
起正式施行。

据了解，《条例》认真总结了绍兴
各地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推进基
层社会治理成功经验、特色亮点，将
实践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群众认可、
操作性强的做法上升为法规条文予
以固化。

《条例》明确，传承发展“枫桥经
验”应当结合本地历史文化传统、经
济社会发展实际，守正创新，与时俱
进；规定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
完善工作落实机制，建立基层创新激
励制度；按照数字化发展要求，完善

基层社会治理数据归集共享机制，迭
代优化基层智治应用场景，构建完善
新时代“枫桥经验”指数指标体系等
内容，推动绍兴各地因地制宜、因时
制宜、因事制宜，不断传承发展“枫桥
经验”，实现“枫桥经验”与时俱进。

坚持好、传承好、发展好“枫桥经
验”，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参与。《条例》
还鼓励、支持、引导公民、法人以及其
他组织依法有序参与“枫桥经验”传
承发展工作，努力让“枫桥经验”在新
时代大放光彩。

为了丰富传承和发展好“枫桥经
验”的载体形式，《条例》还指出，要加
强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加强文献档
案、口述资料收集整理和利用研究，
并将“枫桥经验”纳入党校、干部教育
培训机构主体班次教学计划，在高等
学校、中小学校组织开展传承发展

“枫桥经验”相关活动。

《绍兴市“枫桥经验”传承发展条例》正式施行

坚持传承发展好“枫桥经验”

本报杭州11月1日讯 （记者
李娇俨 叶怡霖） 11月1日，“钱塘
水拍新安秀——寿崇德捐赠作品展”
开幕暨捐赠仪式在浙江省博物馆举
行。记者获悉，本次共有159件寿崇
德先生创作的作品入藏浙博，是近年
浙博接受的规模较大的藏品捐赠。

寿崇德先生生前是20世纪中国
画大家吕凤子、潘天寿先生的得意弟
子，是我省著名山水画家、美术教育
家。他的山水画，上溯宋元，倾心石
涛，笔参造化。从他的山水画中，可见
传统山水画的笔墨基因，与写生得来
的现实素材紧密结合，表现出独具风
格的继承和创造。他投身美术教育工
作四十余年，培养了大批美术人才。

寿崇德先生晚年分别将珍藏的
部分书画作品捐赠给浙江美术馆和

诸暨博物馆等单位，帮助这些公共文
化机构填补了馆藏空白，提升了馆藏
层次。近日，长子寿再生将寿崇德先
生的159件画作，及友朋信函、家人
师友作品、自用图书等，共计逾300
件（组）无偿捐赠给浙江省博物馆。

据悉，浙江省博物馆的全部馆藏
珍贵文物中 ，捐赠的比例高达
45%。可以说，没有众多慷慨无私的
捐赠，就没有今天的浙博。浙江省博
物馆副馆长许洪流表示，浙博作为受
赠单位，会保存和利用好这批艺术佳
作，不负捐赠者的重托。

当天，浙博从此次捐赠作品中甄
选寿崇德先生各时期的国画、书法、
水彩、速写及家人友朋题赠等共计
141件（组）举办作品展，展览将持续
至11月27日。

寿崇德捐赠作品入藏浙博

本报温州11月1日电（记者 应忠彭
叶小西） 对于广大温州民营企业家而
言，11月1日是个熟悉又特别的日子。
在第四个温州民营企业家节到来之际，
市四套班子向广大民营企业家致贺信，
并以“聚共识·促健康·创未来”为主题举
行2022温州民营企业家节系列活动，在
全社会营造亲商、安商、护商的良好氛
围。

当天下午，温州民营企业家欢聚一

堂。在开幕式现场，温州宣布民营企业
家瓯越卡正式“上线”，为民营企业家提
供优惠待遇。同时，举行2022年温州入
围中国民企500强授牌仪式，并发布温
州实力民企100强评选标准。

温州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的发
展离不开实干、离不开创新。正如温州
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福达合
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达武所
说：“温州必须坚持自立自强、坚持守正

创新、坚持国家情怀。我们要以科技增
动能、以创新促发展、以人才谋未来，加
快打造‘温州新模式’，持续擦亮民营经
济‘金名片’。”

自2019年首个民营企业家节设立
以来，温州以此为切入点，积极推动构
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倾听诉求为企
解难题，在新时代“两个健康”先行区
创建中推陈出新、努力探索，助力广大
民营企业家迈向“更新、更优、更大、更

强”的良性发展轨道。目前，温州市场
主体、企业总量分别突破 125 万户和
38万家，入选首批全国民营经济示范
创建城市，为温州实现高质量发展注
入强劲动能。

接下来几天，温州还将举行《财
富》中国500强峰会系列活动，成立温
商研究中心，举办温州新时代“两个健
康”先行区创建经验推广试点工作交
流会等。

聚共识 促健康 创未来

温州 上线瓯越卡，关爱民营企业家

（上接第一版）

向好态势可期

经济学家常说，信心比黄金更重
要。其所凝聚的市场预期，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着未来的经济走势。

最近在做业绩盘点时，奔腾激光
（浙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让大发
现，尽管下行压力不轻，但是公司两款
评为国际首台套、国内首台套的新产
品，今年以来增长都在50%以上。

“这给我的信号很明确，进一步
加大研发投入，到细分领域去找‘饭’
吃。”他告诉记者，去年公司R&D投
入比重（研发占营收的比重）不到
5%，今年预计达到5.5%左右。目前
公司正在研发的高功率激光焊接设
备，最快有望明年上半年面世，届时
将打开一个新的市场。

一般来说，R&D投入比重超过
2.5%就处于研发投入比较大的行

列，而前三季度浙江研发费用占营收
的比重达到了2.77%，“企业舍得投
入表明对未来还是比较看好。”王美
福说。

这种信心，还体现在民营经济
上。前三季度，浙江民营经济的工
业增加值增长6.2%，对规模以上工
业的增长贡献达到77.4%，9月的增
长贡献达到了88.7%，民营出口也保
持比较快的增长，民营出口的比重
超过了80%。

这与浙江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
措施密不可分。今年以来，为帮助
市场主体渡过难关，浙江坚持“全
面顶格、能出尽出、精准高效”原
则，先后出台了“5+4”政策包、稳住
经济一揽子政策38条等四轮稳进
提质政策。截至目前，浙江减负降
本已经超过3300亿元，提前超额完
成年度3000亿元的减负目标任务。

在抵住疫情的冲击后，市场正重
拾信心。

浙江经济V型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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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丰景 11月1日，湖州市德清县新市镇谷门村水稻成熟，当地农民抓住晴好天气收割水稻，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拍友 王树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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