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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第一代
民营企业家致敬

本报记者 金 鹭

据《宁波资本市场发展报告·
2016》统计，截至去年年底，我市在
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宁波股
权交易中心（俗称“新四板”）挂牌
企业达到551家，其中22家挂牌企
业申请更高层次资本市场而终止
挂牌，4家挂牌企业已成功转板并
登陆“新三板”。

从挂牌企业的行业来看，挂
牌企业多为新兴产业。新能源、
新材料、信息传输等高新技术和
科技型企业占全部挂牌企业数量
的近半，“3315 计划”挂牌企业
占比 10%，科研服务业、文化服
务 业 等 新 型 服 务 业 企 业 占 比
12%。从企业注册资本来看，注
册资本在1000万元到5000万元的
企业数量最多，占所有挂牌企业
数量的近四成。

据悉，多数“新四板”挂牌
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有所提

升。从营业收入来看，2016 年平
均 每 家 挂 牌 企 业 营 收 增 长
19.4%，达到了 1.4 亿元。从净利
润上看，2016 年平均每家挂牌企
业净利润增长 53.1%，达到了 916
万元，盈利能力大幅增长。

挂牌“新四板”为企业拓展
了融资渠道，大幅降低了融资成
本。据统计，截至去年年底，113
家挂牌企业已获得深圳同创伟
业、宁波海禾创投、宁波市天使
投资引导基金等金融机构的私募
股权融资14.78亿元。银行信贷融
资方面，通过宁波股权交易中心
开发的“挂牌贷”，12 家挂牌企
业获得中行、交行等银行机构授
信额度总计4000万元。

从地区分布上来看，在“新
四板”挂牌企业中，鄞州区企业
占比最高，随后是北仑区、海曙
区、镇海区。从产业集聚特色上
来看，高新区的“新材料”企
业、慈溪市和北仑区的“新能
源”企业、杭州湾新区的“生命
健康”企业、余姚市的“节能环
保”企业有较大潜力。

宁波“新四板”企业快速崛起

本报讯 （记者殷聪 通讯员
储昭节） 我市小微企业发展有
了“智囊团”。笔者从市经信委
获悉，宁波中小微企业发展专
家咨询委员会成立，宁波工程
学院经管学院院长朱占峰、宁
波激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张彦等 15 位专家受邀成为首
届专家委员。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 我 市 小 微
企业去年为全市贡献了超过 60%
的就业岗位、超过 40%的营业收
入 、 超 过 60% 的 技 术 合 同 成 交
额。市经信委中小企业处相关
负责人表示，除本次遴选的 15
位专家外，我市将遴选第二批
专家，为中小微企业发展建言
献策。

中小微企业发展有了“智囊团”

本报讯 （记者董娜 通讯员
施斌 岑少杰）“出口退税无纸化
使得退税速度明显加快。”昨天，
宁波国盛进出口有限公司财务负
责人告诉笔者，“以往 10 个工作
日才能到账的退税款，如今只需
要两三天。”

自11月起，市国税部门在全市
范围内推广出口退（免）税无纸化
申报工作。截至11月底，我市已有
出口退 （免） 税无纸化备案企业
16369家，占全部出口备案企业的
75.8%。11月出口退税无纸化申报
率为92.4%。

我市出口退税无纸化申报率92.4%

见习记者 孙佳丽

日 前 ，“ 罗 蒙 ” 品 牌 入 选
“2017 中国 （行业） 十大影响力品
牌”和“2017 中国品牌影响力 100
强 ”。 从 1986 年 创 立 至 今 ，“ 罗
蒙”的品牌价值已达 125.29 亿元。
站在这一巨大品牌价值背后的，是
一位并不高大的老人，他就是罗蒙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盛军
海。

一无所有？不，有红
帮传承

盛军海虽然早已将罗蒙集团交
由儿子打理，但他仍经常去集团内
部转转，看看产品质量，聊聊工人
生活。

宁波是中国近代服装的发祥
地，也是“红帮裁缝”的故乡。改
革开放后，盛军海这个奉化人决定
承袭“红帮裁缝”的传统，用服装
重塑奉化的优势产业。1984 年，

罗蒙西服厂诞生了。只是，当时
的罗蒙一无资金、二无设备、三
无业务，要如何生存下去？盛军
海向职工筹措了 2 万元，让员工
从家里扛来老式缝纫机，靠上海
几家服装店的来料加工业务撑起
了整个工厂。

“‘红帮’精神是宁波服装产业
的‘魂’，继承并发扬这一精神就
是我的责任。”盛军海说，罗蒙西
服厂当时招收的第一批 80 名缝纫
职工，是他从近千名报名者中精挑
出来的本地裁缝。她们每个人都有
一手娴熟的缝纫技术，能独自完成
中山装和大衣的制作。

有了一批精干的缝纫工，还要
有名师进行技术把关。为此，盛军
海不惜血本，高薪请来了“红帮裁
缝”第三代传人、名师董龙清和陆
成法“当家”。后来，他又请来国
服大师余元芳担任罗蒙服装技术顾
问，同时物色了 5名罗蒙内部职工
拜余元芳为师，继承红帮名师技
艺。

很快，罗蒙生产的服装以其
“做工精细、衬头挺括、烫工到
家、款式新颖、面料讲究”受到了
市场的欢迎。1985 年到 1986 年罗
蒙生产的西服、呢大衣、中山装，
在上海市服装质量评选中连续 2年
获得优质产品称号，为“罗蒙”品
牌的创立打下了基础。

贴牌生产？不，创自
己的品牌

可 以 这 么 说 ， 如 今 价 值 达
125.29亿元的“罗蒙”品牌，是30
年前被“逼”出来的。1986 年下
半年，第一次“西服热”开始降
温，与罗蒙挂钩的上海培罗蒙西服
公司提出由包销改为经销。“当时
三分之二的西服要罗蒙自己来销
售 ， 那 何 不 卖 自 己 品 牌 的 服 装
呢？”盛军海说，于是决定放弃贴
牌生产，推出自己的品牌，率先注

册了“罗蒙”品牌。
要将“罗蒙”品牌打响，却

并非易事。“品牌刚创立，为了保
证质量，还是需要老老实实从模
仿 开 始 。 所 以 ， 培 罗 蒙 进 什 么
料，罗蒙也进什么料；培罗蒙用
哪种工艺，罗蒙也用哪种工艺。”
盛军海说，但这些远远不够。他
精打细算，降低成本，同样的质
量，“罗蒙”品牌服装要比其他品
牌便宜 30％。1987年，“罗蒙”品
牌 的 西 服 被 评 为 宁 波 市 优 质 产
品，男大衣被农业部评为部优产
品。“罗蒙”品牌“一炮走红”。

“我的服装质量，决不能跌了
红帮的份。”盛军海说。为此，在
汲取红帮裁缝名师技术的同时，盛
军海又从国外引进了先进设备，并
设立了质监中心，专职配备了 75
名质量检验员。在生产过程中设置
了 8道检查关卡，实行“一票否决
制”；在面料选择方面，还成立了
面料测试中心。

盛军海对罗蒙服装质量的严
格把关，让“罗蒙”品牌在全国的
知名度更上一层楼。1991 年，罗
蒙西服以“漏验率为零”被国家技
术监督局通报表扬，名列全国毛呢
类西服质量抽查第一。1994 年，
罗蒙以质量分第一的成绩摘取了

“首届中国十大名牌西服”的桂冠。

墨守成规？不，要传
承更要创新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不进则
退。盛军海深思熟虑后，决定加大
技改投入，吸引外商投资，“借鸡
生蛋”，进军国际市场。

从 1990 年到 1994 年，盛军海
陆续搞起了 10 家合资企业，让罗
蒙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就拥有了近
1 亿元的外贸出口交货值。1996
年，400 套罗蒙西服出口美国，开
创了我国以民族品牌打开美国市场
的先河。

自 2000 年开始，罗蒙不断加
大投入，引进国际一流的生产专用
设备和智能化精品西服制作设备，
使“红帮”传统工艺与现代化高科
技设备制作工艺再次结合。不仅如
此，罗蒙还重金聘请了国内外顶尖
设计师，如刘洋、张肇达等，让

“红帮”技艺传人与来自日本、意
大利、韩国的国际设计师进行“灵
魂碰撞”。

如今的罗蒙，仍在创新的道
路上狂奔。今年，罗蒙以新模式
主攻“成衣+定制”两条道路。在
成衣领域，罗蒙选择更适合亚洲
人身材的日版西装，并在罗蒙的
服装产品开发中引入大数据，已
累计采集国人身型样本数据超过
1000万个。

大 数 据 同 样 被 用 在 定 制 领
域。罗蒙瞄准职业服装定制与高
端西服定制两大领域，可以针对
不同体型进行专业定制。罗蒙女
装今年也开始进行大规模私人定
制。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守实
体经济，加快技术、产品、管理、
商业模式等创新，培育以创新驱动
为核心的竞争新优势，安心、专
心、用心创业创新。这也是罗蒙一
直以来坚持的方向。”盛军海说，
罗蒙把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竞
争力，让“红帮”精神更好地传承
下去。

点 评

作为罗蒙集团公司创始人，
1984 年起，盛军海艰苦创业，从
一个拥有几十个工人的小厂起家，
将罗蒙发展成为中国服装行业销
售、利税“双百强”最佳经济效益
企业。盛军海用实际行动，展示了
改革开放以来宁波第一代企业家艰
苦奋斗的精神。

—— 宁 波 市 工 商 联 巡 视 员
何剑平

盛军海：

让“红帮”精神传承下去

图为罗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盛军海。

（胡欣子 孙佳丽 摄）

2016宁波资本市场面面观

文艺女神和行者的家园

微信公众号：定宁街A座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通讯员
陈敏健） 昨天晚上，九十岁高龄的
宁波评话省级传承人张少策如往常
一样，准时来到了宁波巨树培训学
校，进行宁波评话抢救性记录活动
的拍摄工作。这是历时十个月拍摄
工作的最后一天，张少策在这里表
演了宁波评话《武松》的最后一回

《智取二龙山》。
昨晚7时50分许，录制正式开

始，张少策在关门弟子韩震宇的帮
助下，穿着长衫，缓步来到书案
后，从容不迫地在书案上摆上扇
子、手帕、醒木，慢慢落座，望向
镜头，醒木声起，人书合一，精彩
的评书《武松》娓娓道来。

据了解，由于张少策年事已
高，对他的宁波评话进行抢救性保

护刻不容缓。今年 3月开始，在市
文广新局的组织下，成立了宁波评
话抢救性记录小组。为了高质量记
录张少策的评话，记录小组在巨树
培训学校设立了专用摄影棚。从 3
月 30 日开始，张少策每周二和周
四到摄影棚进行视频和音频的录制
工作。十个月中除了七月中旬到八
月中旬因天气炎热暂停外，张少策
从没缺席。张少策家住邱隘，从他
家到位于翠柏路的录制地，路途较
远，每次都是徒弟阿伟开车接送，
风雨无阻。十个月中，在宁波评话
抢救性记录小组的努力和张少策的
配合下，完成了张少策家传评话大
书 《水浒》 中的 《宋江》《石秀》

《武松》的录制工作，录制视频 56小
时。此外，宁波评话抢救性记录小组

还通过与张少策及其亲朋好友的访
谈，记录了宁波评话的历史、张少策
的家史、从艺史以及过去宁波曲艺
艺人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的生存状
况、行业规则等，录制《口述史》音频
20 小时，形成书目、口述史 50 余万
字的文字记录。活动成果将进行后
期整理、制作，最终将以书籍、音像
视频等形式呈现。

据悉，这是我市第一次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保护记录，
下一步将对甬剧国家级传承人杨柳
汀进行抢救性保护记录。

相关链接
张少策一家三代从事评话表

演，其祖父张霭林、父亲张一册均
为著名的评话艺人，张家讲的《水

浒》，堪称评话的经典之作，在苏
浙一带享有盛誉。张少策 18 岁开
始从事宁波评话表演，至今已有
70 多年的从艺经历，虽已九十岁
高龄，但依然记忆清晰、思维敏
捷，一次能说评话两个小时，其深
厚的功底可见一斑。

我市首次实施非遗抢救性保护工作
张少策宁波评话录制工作圆满结束

本报记者 陈 青

近日，我国社科研究领域最
高层次研究项目——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课题 （2017 年度） 由国家
社科规划办公室正式公布，以宁
波大学教授孙善根为首席专家申
报的 《近代宁波商帮史料收集与
整 理 研 究 1840—1949》 榜 上 有
名。据悉，这是我市今年唯一入
选项目，也是浙江省仅有的三个
历史类项目之一。围绕这个对宁
波有着特别意义的课题，本报记
者采访了孙善根教授。

据悉，《近代宁波商帮史料收
集 与整理研究 1840—1949》 项目
获得评审专家全票通过，这也代表
着专家高度认可此项目的价值与意
义。孙善根认为，宁波城市与宁波
人历来以商著称，特别是近代以

来，宁波商人抓住近代中国对外开
放与上海崛起的历史契机，开拓创
新，奋发有为，长袖善舞，创造了
辉煌的商业成就，并广泛参与社会
事业，从而有力地推动国家的发展
与社会的进步。更为重要的是，近
代宁波商帮被公认为近代中国最大
的商帮，并成功实现了集团性的近
代化转型，是近代中国极为活跃的
一支商业力量。他们善经营，会管
理，是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开拓
者、建设者、成功者。其中不少人
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与把握达到了
相当的高度。而如何提高经营管
理水平、做大做强企业以及建立
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当
代中国来说仍然任重而道远，这
方面近代宁波商帮的作为应该也
能够提供重要的借鉴与启示。

他认为，“宁波商帮纵横商界

数百年，不仅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
就，而且创造了包括商业理念、规
范、制度、习俗在内的相当辉煌的
商业文明。全面梳理并传承这一丰
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应该也能够为
当代中国商业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发
挥积极的作用。故系统地收集与整
理宁波商帮史料，进而全面深入地
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学
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为了这个课题，孙善根及学术
团队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介绍说，
在市政协、海外宁波人研究会等部
门、机构的支持下，他们长期致力
于宁波帮研究基础工作——相关文
献史料的挖掘与整理，已整理出版
近千万字的相关文献，如 《<申报
>宁波旅沪同乡社团史料》《<申报
>宁 波 帮 企 业 史 料》《甬 商 办 医
——近代宁波慈善医院史料集》

《秦润卿日记》 等。课题的立项，
也是对前期工作的高度认同与肯
定。

在谈到课题的具体计划时，孙
善根介绍，该项目由宁波大学联合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杭州师
范大学以及宁波工程学院、浙江纺
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宁波帮博物
馆、天一阁博物馆、宁波市图书馆
等单位专家学者组成学术团队，下
分档案史料、报刊史料、宗谱与方
志史料、口述史料及未刊史料等五
个子课题。

孙善根说：“该项目将以五年
或更长一点的时间，对近代宁波商
帮史料文献进行系统全面的‘清
查’与梳理，特别是努力发现与整
理一批流落在民间的未刊文献，并
在此基础上，编纂出版颇具规模的

《近代宁波商帮史料丛书》。”

传承弘扬宁波商业文化
——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获得者孙善根

12月6日，在河南省浚县黎阳镇杨玘屯村，浚县泥咕咕传承人宋庆
春在查看泥咕咕作品《水浒一百单八将·武松》。

泥咕咕是河南浚县民间对泥塑小玩具的俗称，因为能用嘴吹出不
同的声音，被形象地称为“咕咕”。泥咕咕主要产于浚县黎阳镇杨玘屯
村，因其造型古朴，夸张别致，被民俗专家称为“历史的活化石”。它
的制作工序主要有取土、粉土、和泥、捏制、修坯、扎孔、晾晒、烧
制、彩绘和油漆等。2006年，“泥塑——浚县泥咕咕”入选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新华社发）

泥咕咕：黄土捏就的“活化石”

据新华社郑州 12 月 7 日电
（记者双瑞） 推、挑、劈、扫……
少林棍在一群四年级小学生手里
舞得虎虎生风。这既不是专业武
馆的项目，也不是武术学校的训
练，而是河南登封一所普通小学
的少林武术课。

作 为 驰 名 中 外 的 “ 功 夫 之
乡”，少林寺所在地——登封市的
大人孩子几乎都会耍上一招半
式。长期以来，少林功夫吸引了
海内外众多游客，2006 年还被列
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为了传承和弘扬少林功夫，
同时增强学生体质，多年前，登
封就尝试在中小学开设少林武术
课。通常每周上两节，教授最能
体现少林武术基本功的小洪拳、
少林连环拳、七星拳等。

“练功夫很帅气，我生病也比
以前少了。”较早开设少林武术课

的登封市通达路小学一名男生
说，他喜欢武术，他们学校既有
专门的少林武术课，也有课间的
武术操。

对学生而言，学少林功夫不
仅能强身健体，还有助于升学考
试。早在 2010年，登封市就把少
林五步拳纳入中招体育考试的必
考项目。今后，这一传统还将继
续保留。

为打造少林武术特色教育品
牌，登封 2016年启动编纂中小学
嵩山文化和少林武术系列地方教
材，2018 年将建立嵩山文化和少
林武术进校园课程体系。

据介绍，登封未来要打造高
端武术教育基地。一方面积极发
展高等武术教育，实现武术教育
由中低端向中高端发展，同时进
一步规范武术学校管理，整合武
校资源，培育少林武术教育国际
品牌。

少林寺所在地中小学开设武术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