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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旦外商安然至今仍有些难以置
信，原本他认为手续繁琐、要跑好多趟
才能办好的申请工作居留延期，点点手
机提交资料，9 月 14 日去线下窗口“跑
了一次”面询，居然就办成了。“效率太
高了。”安然在微信朋友圈发文。

这背后，是义乌涉外服务事项从线
下办向“指尖办”的迭代。今年 5 月，义
乌上线全省首个外商移民事务线上服
务平台“义境”App，它不仅可为外商提
供“衣、食、住、行、商”等全方位集成服
务，在政务办事上，还可实现住宿登记、
签证、工作许可等涉及10余个部门120
多个事项的在线咨询，17个事项的预约
和在线办理。

牵头开发“义境”App 的人叫王
娇燕，是义乌“外国人一件事”改革专
班主要成员、义乌市出入境管理局中
队 长 。 她 办 事 干 练 ，英 语 流 利 ，从
2007 年以来，参与涉外服务改革已有

17 年。最忙的时候，作为义乌移民事
务服务中心窗口办事员，她一年要办
理超 1.3 万人次的外国人服务事项。
从那时起，她练就了一项特殊本领，
能从和老外“只言片语”的沟通中，快

速勾勒出对方在义乌工作、生活的大
致情况，并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尽量
给予信用良好的老外在签证办理方面
的便利。

（下转第二版）

不断推进涉外服务改革方便外国人经商、生活

义乌懂老外 老外不见外
本报记者 钱关键 杜羽丰 共享联盟·义乌 陈洋波

8月17日，王娇燕(右)在义乌社区走访外商，了解他们的需求。
本报记者 钱关键 杜羽丰 共享联盟·义乌 陈洋波 摄

像义乌这样四海商贾云集的城市，
放眼全球也屈指可数。从在国内首创
外籍“商友卡”，到“外国人信用信息平
台”建设，再到数字化政务服务平台“义
境”App 的出炉，近些年，义乌的涉外服
务改革，在一次次“摸着石头过河”中，
铸就了义乌“老外不见外”的声名远扬。

细究之下，义乌的每一次改革，都
是一次“刀刃向内”“滚石上山”的自我
突破。在一次次的“出发”中，义乌坚持
问题导向、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小步快
跑、不断迭代的改革方式，攻下了一个
又一个坚固“堡垒”。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
你来。”宾至如归，方能宾客盈门。透过
义乌这一小小的涉外服务改革窗口，我
们看到了浙江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
快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的信心和决心。

宾至如归
方能宾客盈门

短评

本报讯 （记者 戚祥浩 通讯员 胡淑丽 杨沁）“无债一身
轻，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东山再起。”跨行业进入瑞安一家装修
材料公司工作的 80 后余某努力拼搏，不久前升任为公司高管。
曾因经营服饰生意失败的他，一度负债347万余元，被法院列入
失信名单，无法乘坐飞机、高铁，融资信贷受限制，债权人不断追
讨，让他看不到未来。

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部分人员
因创业失败、疾病、突发灾害、“担保链”等各种原因而陷入财务
困境，他们再融资、再创业举步维艰、困难重重，这些人是否只能

“无路可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建立个人破产制
度。在我国个人破产尚未立法的情况下，温州从2018年开始率
先试水具备个人破产制度功能的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工作。在不
违反现行法律的前提下，通过确保债务人讲真话、守信用，让债
权人能公平地拿回一些钱。有专人负责帮债务人跟债权人沟
通，争取得到他们的理解和宽限。让那些真正有诚意解决问题
的债务人，有机会摆脱沉重的债务，开始新的生活。

要想争取债权人谅解，摸清债务人经济状况，形成双方都能
接受的清偿方案，做好清偿期间债务人行为、资格限制等监督工
作，一样都不能少。面对繁琐复杂的工作，如何公正、高效地运
作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同时降低成本？温州创新性地引入
志愿服务者、公职管理人员以及社区调查机制。

正是志愿服务者、律师陈周的手把手指导，让一度被债务压
得喘不过气来的余某看到了一道曙光。此前，余某以个人名义
为自家企业担保，向银行贷款 400 万元，然而，因经营策略失误
导致企业陷入困境，最终无力承担剩余347万余元贷款及孳息。

在陈周的协助下，余某向瑞安法院递交个人债务清理申请
表及诚信承诺书等材料，成功得到受理。法院与司法局联动，指
派同时具有从事法律职业资格和公职身份的瑞安市公证处主任
木晓晖担任本案的公职管理人员。木晓晖联合陈周对余某的财
产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发现，余某名下没有任何可用于清偿的财
产。“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对坏账考核极为严格，要尽可能减少银
行损失。”“余某贷款全部用于公司生产经营，属于典型的诚实而
不幸的人，我们要给他东山再起的机会。”面对僵局，木晓晖和陈
周反复做双方工作，一点点拉近差距。2022年，法院通过了“余
某分期清偿 50 万元，银行不再追究余某任何责任”这一清理方
案。如今，余某通过努力，已清偿完毕50万元。

对于个人债务清理，许多债权人有疑虑的是，如何防止一些
债务人钻制度的空子。为避免“逃废债”，温州进一步引入社区
调查机制，由乡镇司法所所长作为联络员，通过实地走访等措
施，深入了解债务人的个人财产、家庭经济、消费习惯、生活作风
等，出具债务人资信调查评估报告。债务人李某在经历长达5年
被人“指指点点”的失信生活后，向平阳法院申请个人债务集中
清理，希望能恢复其信用。凭借社区出具的资信调查评估报告，
债权人最终同意为李某设定1年的考察期，并暂时解除全部执行
强制措施（出入境限制除外），考察期满后永久退出执行案件。

“由于司法所与村（社区）的联系更为密切，了解债务人的信
息也更为便捷、全面，其出具的评估报告为法院、债权人认定债务人是否‘诚实而不
幸’、是否通过个债清理方案提供了重要参考。”平阳法院审委会委员、民二庭庭长
林寿兵说。

“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激励守信、惩罚失信。个人债务集中清理，让诚实守法
经营的失败者，看到了重获新生的希望。”温州破产法庭庭长方飞潮表示。截至
2024年7月，温州全市法院累计办理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件825件，其中150件成
功清理，涉及债权1.7亿余元，150名“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获得东山再起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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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

近日，总投资 90 亿元、年产值 115
亿元的莱宝高科微腔电子纸显示器件
项目在南浔经济开发区开工，为湖州半
导体及光电产业链再添一家链主企业。

为紧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机遇，推动产业结构向绿向新转型，
2022 年以来，湖州市对标全省先进制
造业集群培育规划，立足产业基础，重
点培育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半导
体 及 光 电 、生 物 医 药 等 八 大 新 兴 产
业链。

两年来，“八大链”逐渐成势：目前，
湖州市“八大链”规上企业数达 978 家，
占规上企业总数的 23.2%、占规上工业
营收比重达 36.5%，今年上半年，该市
新 引 进 3 亿 元 以 上“ 八 大 链 ”项 目
126个。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发展以
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
力。省委十五届五次全会强调，奋力走
好以改革“关键之招”破解新的“成长烦
恼”的突围之路。湖州已明确目标：到
2026年，八大新兴产业链产值突破6000
亿元，占规上工业总产值60%以上。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湖州
正奋力前行。

沿“链”布局
竞逐未来产业新赛道

“湖州的动力电池、物流装备等块
状经济均处在全省领先地位，特色鲜
明，但产业协同不足，缺少‘未来味’，传
统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约六
成。”湖州市经信局党组书记、局长陆建
卫坦言，建设更高水平的制造强市，必
须把“链式思维”融入新质生产力的培
育发展之中。

2022年2月，湖州开始系统打造八
大新兴产业链。其中，新能源汽车及关
键零部件、智能物流装备、特种材料、地
理信息+、生物医药 5 条产业链基于动
力电池、物流装备、合金特材等既有优
势产业强链提升；半导体及光电、仿生
机器人及数控机床两条产业链“无中生
有”打造，正借助区位优势积极融入周
边产业布局；绿色能源产业链则是基于
生态文明典范城市、践行“双碳”战略的

先发优势而重点谋划。
为集中力量建好“八大链”，该市制

定“一条新兴产业链+一名市领导、一个
链主单位、一个工作方案、一个支持政
策、一个咨询智库、一支招商队伍+一个
产业基金”的“161”推进机制。

市经信局是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
部件产业链的链主单位，一幅“鱼骨图”
被挂在显眼位置：上游“鱼尾”是关键材
料及汽车零部件、中游“鱼身”是整车制
造、下游“鱼头”是汽车后市场。“作为链
主单位，我们借助智库分析哪里需要强
筋健骨，让‘鱼儿’越长越壮。”该局产业
链研究与合作中心孙璟皓介绍。

今年以来，湖州新能源汽车及关键
零部件产业发展势头强劲，目前在建 3
亿元以上项目 88 个，总固投达 1121.4
亿元，其中50亿元以上项目有11个。

“系统打造新兴产业链，要求招商
工作得像拼图一样，每个新项目都要精
准嵌入到产业链中。”湖州市商务局党
委书记、局长陈少鹏介绍，一套精准招
商新打法应运而生：该市南太湖新区、
长三角（湖州）产业合作区 2 个市级平

台和 8 个区县平台均成立招商引资公
司，每条产业链组建招商特战队，平台、
招商公司、招商特战队协同作战，大大
提升项目招引的精度和效率。

两年间，随着一批重点项目竣工投
产，“八大链”迅速成型起势。新能源汽
车及关键零部件产业链集聚上下游企
业300多家，规上产值两年增长50.3%；
智能物流装备产业链集聚 4 家国内行
业前十企业，推动湖州建成全国最大的
智能物流装备生产基地。

今年上半年，湖州市战略性新兴产
业、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
分别同比增长8.9%、8.3%、15.3%，均高
于省均增幅。

“链”上发力
集聚创新资源为产业撑腰

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着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高度依赖技
术创新和研发，更需要科技、人才和资
本的支持。

（下转第四版）

湖州八大新兴产业链助推经济向新转型

“链”就竞争力 激发新动能
本报记者 杨新立 孟 琳

本报讯 （记者 赵路 丁珊 通讯员
谢雯艳 陈文文）“来，吃块月饼！”中秋
节前夕，由本报和杭州市西湖区共同组
织的“民呼我为”小哥圆桌会在翠苑街
道古荡湾新村举行。这里集中租住着
千余名新就业人员，是远近闻名的“小
哥村”。临近傍晚，记者和西湖区委社
会工作部常务副部长徐震宇、翠苑街道
办事处主任杨崎以及近10名小哥坐在
一起。趁着送餐送货的平峰期，大家边
吃边聊，借一顿特殊的团圆饭，渐渐打
开了话匣子。

以打造“新就业群体友善之区”为
目标，西湖区于今年 8 月底发布“十条

举措”，全面加强对新就业群体的关心
关爱，并计划在年底前建设200个以上

“小哥友好小区（楼宇）”。怎样有效破
解“门难进”“车难停”“楼难找”等问题，
小哥们的意见建议很重要。

“停车真的有点难，等也不是，走也
不是。”33 岁的张晃晃是顺丰快递小
哥，他常常为快递车找车位犯愁。“这件
事，我们已经着手做了。”杨崎接过话头
说，翠苑街道即将在文三路、万塘路等
地商圈和小区门口，开辟一批专供小哥
使用的爱心车位，并设置电子围栏，方
便他们临时停车，“如果效果好，试点范
围还会扩大。” （下转第二版）

小哥友好小区怎么建？杭州西湖区问计新就业群体

中秋“圆桌会”小哥说亮话

9月17日晚，温岭城南大斗山海上升明月。
本报记者 朱海伟 拍友 徐伟杰 顾翔 摄

9 月 17日晚，武义县 800 多年历史的熟溪古木桥上，一
轮明月冉冉升起。 拍友 张建成 李云升 摄

9 月 17 日晚，一轮圆月初升，与杭州吴山城隍阁构成
一幅古韵悠悠的中秋画卷。 本报记者 董旭明 摄

超级月亮升起来

本报讯（记者 黄彦 共享联盟·遂昌
龚隆淼 县委报道组 朱敏） 日前，第六
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公
布，遂昌县又有2家企业上榜。这是遂
昌奋力推进工业“二次创业”的一个成
果。今年1月至7月，遂昌实现工业投资
增幅127.2%，增速居丽水全市第一。

作为山区老牌工业县，遂昌工业要
“二次创业”，注定要发展绿色低碳的生
态工业。“工业是遂昌的财富之源、就业
之本和未来发展之基。”遂昌县委主要负
责人表示，遂昌鲜明提出实施工业强县
首位战略不动摇，坚定不移把发展高质
量生态工业摆在县域发展首要位置，重
振雄风、提速争先。为此，遂昌着力打造

“绿水青山之上、蓝天白云之下”的绿色

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态工业体系。
遂昌在金属制品及装备制造等传统

产业方面基础较好。传统产业如何转型
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是必由之
路。从几十名员工的小企业成长为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从事不锈钢行
业三十余载的浙江永上特材有限公司，

“脱胎换骨”也非一蹴而就。陆续淘汰旧
式冷轧机、冷拔机、涡流检测设备，新引进
无线传输旋转式超声波涡流自动检测设
备、智能控制钢管固溶炉、X射线数字成
像检测系统⋯⋯产量、规模持续走高的
同时，公司的“科技范”也越来越足。如
今，公司的产品被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
电力、船舶、航空航天等行业，业务更是覆
盖海外多个国家。 （下转第二版）

遂昌着力发展生态工业

蓝天白云下，“小巨人”在成长

“一年逢好夜，万里见明时。”每年中秋，赏月都是重头戏。天文科普专家表示，今年中秋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还遇
到一轮“超级月亮”。

本报讯 人间共赏中秋月，酒社诗
家意味长。年年中秋月相似，今年人间
哪不同？

日前，同程旅行发布的《2024 中秋
假期旅行趋势报告》显示，以赏月文化
为核心的“中式夜游”成为今年中秋假
期的文旅消费热点，包括“赏月航班”、
夜游船、古镇园林、集市灯会等玩法受
到游客欢迎。浙江人赏月今年也有新
花样，穿市井、上云端、入山中，下河
流 。 在 浙 江 各 地 ，赏 月 新 场 景 无 处
不在。

9月17日入夜，一艘艘悬挂“圆月”
的月亮船渐次点亮西湖。船上的“月
亮”和天上的月亮、水中的月影相映
成趣。

手摇船妆点着“月亮”，载着游客依
次向湖心出发。波光粼粼、秋风拂面，
游客们一边品尝着月饼，一边笑着向附
近船只上的游客打招呼：“中秋快乐！”

台州女孩熊依依身穿汉服，胸口
点缀着玉兔刺绣，手中提着月亮灯，上
船前拍了好几张美美的自拍。熊依依
是中国传统文化爱好者，爱穿汉服、品

茗茶，前段时间听说西湖的活动，特意
早早买了票，“想来体验一下古代宋人
是 如 何 过 中 秋 ，这 是 浪 漫 的 过 节 方
式。”

9月17日，位于海宁市南关厢历史
文化街区的洛塘河被一盏盏花灯点
亮。随着音乐声起，“灯映硖川”水上迎
灯活动正式开始。一艘特色灯船从远
处驶来，十二名身着古装的表演人员伫
立船头，与船上和岸上来往行人互动，
再现水上迎灯盛况。

（下转第四版）

这个中秋，浙江解锁新潮玩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