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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渠凹村
3500亩沃柑果园里，一个个金黄饱满的沃柑
挂满枝头，果农往来穿梭，忙着采摘、搬
运、装箱打包沃柑，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我家种了13亩沃柑，产量2万多公斤，年收
入15万多元。”果农马文鹏说。

广西自然资源优越，柑橘品种多、分布
广、应市期长。2022年，广西柑橘种植面积
948 万亩，产量 1868 万吨，产量占全国总量
28.37%，连续8年稳居全国第一。

近年来，广西出台系列支持保障柑橘产
业发展的政策文件。“2019 年以来，自治区
层面专门出台了 4 个关于柑橘产业发展的政
策文件，有效加快柑橘产业转型升级，提升
产业综合效益，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

兴。”广西农业农村厅厅长黄智宇说。
在南宁市西乡塘区坛洛镇群南村，一个

连片2300多亩的柑橘种植基地正在进行沃柑
的采摘与采后分选包装工作，这是广西桂洁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柑橘基地之一。“这一季
沃柑的采摘是从去年12月开始的，通过优化
种植管护、错峰上市等，采摘时间将持续到
今年5月。”广西桂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
理梁春说。

“广西在引进沃柑之前，大多是9月至12
月成熟的柑橘品种，缺乏1月至3月成熟的优
良晚熟品种，采收期过于集中，‘卖橘难’时

有发生。”广西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柑橘研
究室副主任赵洪涛说，广西引进柑橘优质晚
熟品种——沃柑后，调优品种结构，提升了
柑橘产业总体效益。2020年，广西沃柑种植
面积达160多万亩，占全国60%左右，广西沃
柑产业已发展成为百亿元农业产业，成为促
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

产业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科技的持
续赋能。筛选配套砧木、繁育无病苗木、开
展高效土肥水管理、病虫害综合防治……一
项项关键技术攻关，为广西沃柑的优质高效
生产提供了强有力科技支撑。

凭借优良品质，广西柑橘逐步打开国际
市场。南宁市武鸣区沃柑年产量达 150 万
吨，年产值超百亿元。2020年初，武鸣沃柑
实现首次出口后，便不断拓宽海外市场，远
销越南、文莱、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孟加拉
国、印度等国。广西沃柑擦亮了国际招牌，外
贸订单络绎不绝，带动了分选、包装、物流、电
商等全链条产业发展。今年前2个月，广西出
口柑橘类农产品共5.98万吨，货值4.8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3924％和350.3％。

柑橘成为越来越多农民的致富果。近年
来，广西博白县采取“政府指导+公司+基

地+村集体经济+脱贫户”模式，带动村集体
发展沃柑产业。自 2017 年以来，共为脱贫
户、脱贫村累计实现分红获益1298.1万元。

广西象州县沙糖橘种植面积32万亩，致
力打造沙糖橘品牌。2020年，象州沙糖橘荣
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农产品”认证；2021
年，象州沙糖橘荣获“全国名特优新农产
品”称号，成为广西第一个入选“全国名特
优新农产品”名录的产品；2022年，象州沙
糖橘入选第五批广西农业品牌目录。

“水果产业是脱贫地区巩固脱贫成果和乡
村振兴的重要支柱产业。”广西乡村振兴局党
组副书记、副局长吴朝晖说。百色芒果、隆
安火龙果、融安金橘、天峨珍珠李等脱贫地
区的产品已成为区域性品牌，百色芒果和融
安金橘种植成为全国扶贫先进典型案例。广
西水果产业累计带动脱贫监测对象人口约30
万人就业创业。

释放活力，后街小店走向世界

富民路上春暖花开，一家开在沿街老
洋房里的服装买手店十分显眼。买手店是
一种挑选不同品牌的商品，融合在一起的
店铺。这家名为“蕾虎”的服装买手店，
用 12 年时间成长为时尚品牌孵化平台，不
仅签约100多名独立设计师，还成功将20多
个品牌推上国际舞台。

“你很难想象我们刚开店时的尴尬处境
——没有自己的品牌，进不去大商场，在
老街区常被误当成卖外贸尾单的杂牌店。”
上海蕾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彭
耀东说，企业的几次关键蝶变，都得益于
静安区注入的创新动力。

起初，市场营销出身的刘馨遐，出于
对中国独立服装设计的喜爱，和朋友合伙
开了一家买手店，售卖独立设计师的服装
作品。2015 年，留学归来的设计师雷留树
和蒋雨彤，想在国内创立自己的服装品
牌。他们找到刘馨遐，希望买手店的零售
渠道能助他们一臂之力。

“何不借鉴药品代工生产模式？买手店
包揽生产营销，让设计师一门心思搞创意
设计。”刘馨遐的丈夫彭耀东想到了这一创
新模式，随即辞掉了他在咨询公司的工
作，加盟蕾虎，牵手年轻设计师合作进行
品牌孵化。这一模式既解了设计师的初创
烦忧，也为蕾虎吸引了大量年轻顾客。

此时，恰逢上海大力推进文化创意产
业融合发展，催生新模式、新业态、新产
业，蕾虎得以带着年轻设计师们在上海时
装周刮起一股“中国设计风”。然而，如何
从小众走向大卖场、从上海走向全球？正
当蕾虎发愁如何破圈时，静安区敏锐察觉
到这些“藏身”老街区的时尚小店。被誉
为世界橱窗的南京西路荟萃着 2000 多个国
内外知名品牌，仅一座恒隆广场就聚集着
100多个国际知名品牌，何不借助世界橱窗
的 强 大 客 流 和 消 费 力 导 流 到 后 街 小 店？
2018 年，静安区重新规划更新南京西路周
边的后街，改造修缮、调整业态，提升街
区整体风貌，富民路等亲民、时尚、独具
海派风情的步行街区，成为繁华商圈消费
者新的打卡地。

为鼓励培育本土初创品牌，静安区商
务委员会每年组织培训会，指导企业积极
申报市级文创资金项目。对申报成功项
目，区级财政进行配套资助。2019 年在意
大利佛罗伦萨的男装周上，蕾虎承办的中
国设计师专场一炮打响。这个亮相国际舞
台的项目成功申报文创资金项目，“对于我
们 初 创 企 业 ， 100 万 元 的 资 助 是 莫 大 鼓
励。”彭耀东说。

近年来，随着上海加快培育建设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静安区的后街经济增长也
更为迅猛。2022年8月，发展壮大的蕾虎从
后街“挤入”繁华商圈，在南京西路锦沧
文华商场开了第一家“商场店”，与众多国
际品牌同场竞技。“开放的市场、商业的手
段、孵化的心态，把角落里的创新小苗浇
灌为参天大树。”这是彭耀东眼中，静安后
街经济发展的秘诀。

用心服务，精准应答企业需求

静安区对初创企业是“扶上马送一
程”，对处在成长转型期的总部企业，则是
依企所需、精准服务。2019 年，珍岛集团
入驻位于市北的高新园区时，团队人数不
过 1000 人。作为一家提供营销力软件及服
务的信息技术公司，进入商贸企业扎堆的
静安区，好比找到一个业务富矿，珍岛虽
雄心勃勃，却面临换挡提速的烦恼。

“我们原先的‘人海’战术，挨家挨户

上门拜访客户，显然已经落伍。”珍岛集团
合伙人张蓬说，恰在企业寻求突破时，园
区的企业服务专员把企业相关负责人带到
了静安区举办的供需对接会上，成功帮他
们对接上了园区里的多家企业，园区邻居
变成了合作伙伴。而今，珍岛集团员工数
已达4000多名，营收也保持较快增长。

已经扎根上海 9 年的外企苏伊士 （上
海） 环境服务有限公司，计划转型为投资
性跨国地区总部，却苦于不了解实操流
程。得知情况后，静安区商务委提供政策
咨询，并为其专门制定融资方案，及时满
足了其并购重组的资金需求。

静安区还先行先试了更多便利化措
施。去年，静安区商务委等部门在走访诸多
顶级成衣品牌时，听到这样的烦恼：“一些限
量款服装在进入中国市场前，必须提供一件
同款服装做有关色牢度、酸碱值等的检验，
既抬高了成本也耽误了交付时间。”

为此，静安区与上海海关合作，率先
探索落地进口服装风险评价制度。企业在
需要取样送检时，只需提供相关合格的检
测报告，无需对成衣进行破坏性实验，大
大提升了商品的上架速度。仅去年一年，
静安区共有 38 家企业在海关指导下开展进
口服装安全风险评价 381批次，涉及 973款
16.7 万件，平均减少实验室检测环节 3—5
个工作日，通关时长压缩近50%。

“好的营商环境，能给企业提供稳定预
期。”静安区商务委员会副主任赵兰天说，
营商服务到位，就是在企业有困难、有诉
求时，政府能解决的及时解决，一时解决
不了的想方设法解决，做到事事有回音、
件件有回复。

以商聚商，外资总部扎根发展

一家跨国集团总部企业通常拥有诸多
子品牌，他们对中国的投资通常会先期派
遣旗下品牌来中国市场试水。静安区对这
类企业的引进走的是“渐进吸聚”之路。

英国时尚品牌玛葆俪 2018 年在恒隆广
场运营一家旗舰店，就感受到了静安商贸
服务业的磁吸力。静安区持续提升的贸易
便利化程度，让商品的通关和上架提速，
品牌的业绩节节攀升、茁壮成长，吸引了
母公司扩大在华投资。“南京西路商圈里比
比皆是的国际品牌，既是我们的竞争对
手，也是潜在的合作伙伴，围绕总部企业
聚集的律所、会计师事务所、检测机构
等，使得企业很容易获得便捷高效的专业
服务。”玛葆俪北亚总经理仲琮婧说。

2020 年，当获悉玛葆俪有意向将大中
华区总部迁至上海时，静安区商务委工作

人员主动出击，推荐区里6个与玛葆俪需求
匹配的办公写字楼，并提供了这些楼宇的
租金水平、各自优劣势的详细分析列表。

“我拿着这份列表向英国总部汇报时，
董事们都赞叹上海营商服务能做到如此专
业细致，随即拍板把大中华区总部迁至静
安区。”仲琮婧说，事实也证明决策的正
确，迁入静安后的一年里，玛葆俪大中华
区门店就从 8 间扩至 15 间，线上销售实现
两位数增长。

外资总部的集聚促进了专业服务业的
发展，良好的专业服务业生态又牵引带动
新的企业加入。2022年8月，老牌汽车零部
件全球供应商德国综合工业集团瑞拓，首
次设立汽车事业部的亚太区总部，就选址
静安。已经在上海建厂 20 年的瑞拓，之所
以作出这样的选择，一方面是看好中国市
场长期向好的趋势，另一方面是看到很多

汽车零部件的上下游企业和全球专业服务
机构在静安的集聚，借助静安的国际化产
业枢纽，能实现公司业务的拓展。“研发工
程师的招聘、法务财务等服务的便利程
度、国际化的办公环境，我们最看重的这
几项，静安都是最优选择。”瑞拓电气亚洲
区销售总监徐磊说。

近年来，静安区加强引进跨国公司地
区总部、全球服务商专业机构等，相继实
施“全球服务商计划”“总部经济增能计
划”和“亚太运营总部支持计划”，以商聚
商、集聚扩能，形成子品牌带来母公司、
总部企业又进而带动一长串品牌链的局面。

2022 年，静安区涉外经济全年实现税
收447.79亿元，规模和占比均居上海中心城
区首位。未来，静安区将更好发挥产业平
台的承载力与托举力，让全区发展跑出加
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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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沃柑擦亮国际招牌
本报记者 庞革平

上海市静安区：

“一企一策” 全程服务企业
本报记者 刘士安 黄晓慧

繁荣的南京西路商圈，是上海市静安区经济发展
的一个缩影。静安区是上海融入全球服务网络的重
要枢纽节点，也是不少外企进入中国的首选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近年来，静安区借助国家服

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区域的优势，“一企一策”全程
服务企业。2022年，静安区引进各类品牌首店163
家，位列全市第一。静安区现有各类总部机构149
家，2022 年新增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12 家，总数达
112家。

从 20 岁起，我就站在上海
市南京路步行街的光明食品集
团第一食品商店柜台当售货员，
一干就是30年。“小小柜台里，也
有大大的‘服务经’。”刚入行时，
师傅的这句话让我受教终身。

南京路步行街是著名的商
业街，这里的售货员时常要用
外语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交
流。我原本不会英语，后来跟
着师傅学，业余时间记单词、
查字典，就这样把售货的外语
关攻克了。

南京路也是上海的红色地
标，上海解放的第一声广播在
这里发出，第一面红旗在这里
招展。外地游客在购物时会向
我询问中共一大会址等地标怎
么走，我会耐心指引。

“ 服 务 在 细 节 ”， 在 我 看
来，就是凡事多为顾客着想，把上海服务做
好，把老字号的品牌擦亮。比如，现烤的蝴蝶
酥香脆却不易携带，我们反复琢磨，想出了使
用独立包装、防压防碎的办法，让地道的上海
蝴蝶酥成为销售“爆款”。很多顾客还因为我们
的贴心服务和我们成了朋友。

我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提前一个半小时
到岗，整理一遍货架、过一遍“点账簿”。每天
换工作服时，我都要先检查自己的党徽是不是
佩戴正确，亮明自己的党员身份，既是对自己
的鞭策提醒，也是对顾客的一种承诺。

在老师傅们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提炼
总结出服务微笑化、销售专业化、陈列高端
化、标准流程化的工作方法，把传统与顾客

“一对一”柜台服务工作流程扩展为从“进门第
一眼”开始的全流程服务。多了解顾客的需
求，多琢磨商品品类和陈列，看到别人服务做
得好就吸收借鉴，这些都是“服务经”。

我每天与消费者打交道，能深切地感受到
国家的发展是同个人的发展结合在一起的。中
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体现在老百姓的衣食住
行里。老百姓消费理念的变化，反映出人民生
活水平在不断改善。

时代在变，我们的经营、服务理念也应随
之变化。在数字经济时代，老字号一定要敢于
拥抱新业态。第一食品商店现在坚持“不打
烊”的经营策略，经常性开展直播大赛、节庆
直播、跨界营销直播等。未来，我们的团队将
继续探索线上线下融合方式，全方位提升消费
体验。

最近一段时间，我进社区街道、大学校园、
繁华商圈，将党的二十大精神带到基层。作为党
的二十大代表，我将不忘
初心、不负重托，坚守平
凡岗位，用我的服务温暖
每一位顾客。

（作者郁非为党的二
十大代表、上海市光明
食品集团第一食品商店
营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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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足“绣花”功夫 服务市场主体

黄晓慧

今年以来，上海各区持续“加码”优化营商
环境力度，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全力推动经
济运行整体好转。作为商贸发达、消费集聚的静
安 区 ， 更 是 拿 出 了 城 市 管 理 中 的 “ 绣 花 ” 功
夫，体察入微、精准服务，急企业所急、予企
业所需，护航企业稳健发展。

采访中，扎根静安区的企业道出了相同的感
受：在静安发展放心，因为这里有企业最为看重
的稳定预期。预期稳，则信心足，静安区在企业
全生命周期中的“长情”陪伴，让各类企业在这
片兴业沃土上找到勃勃商机。

静安区夜景。 余儒文摄

位于静安区的恒隆广场。 资料图片

静安区天目西路街道办工作人员走访园区企业。 本报记者 黄晓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