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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仁

日前，在新华社 《瞭望东方
周刊》 主办的 2023 年企业家幸福
感 营 商 对 话 论 坛 上 ， 宁 波 获 评

“企业家幸福感最强市”，并排名
榜首。受邀参会的宁波知名企业
家、雅戈尔创始人李如成，登台
现身说法，畅谈感受和体会，引
得满堂喝彩。

据了解，“企业家幸福感最强
市”，是在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推
选基础上开展的，门槛设置比较
高，本次论坛仅宁波、成都、苏
州、杭州等 10 城入围。为保证评
选的科学性，主办方委托权威机构
开发了企业家幸福感指数模型，聚
焦企业效率成本、人才及就业、政
策环境及公共服务能力、企业安全
感等指标，通过大数据采集和网络
问卷等方式，调查企业家对于城市
的幸福感受度。

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城市吸引
力，是当前各级政府持续力抓的一
项工作。改善预期，提振信心“拼
经济”，企业家对城市的感受是值
得关注的重点方向。一个城市，企
业家幸福感强，来了就不想走，说

明此地创业环境、营商环境良好，
在这里有成就感和归属感。反之，
如果企业家幸福感不强，或者普遍
存在失落感、无助感、痛苦感，这
个地方的营商环境一定是有问题
的。这样的生态之下，不仅外面的
企业家来了待不住，本地的企业家
恐怕也会选择“用脚投票”。

客观上，企业家对于城市的幸
福感受度，是一项新的综合性指
标，带有一定的风向标意义。具体
到每个企业家身上，因为个体情况
千差万别，其取舍、判断、主观感
受等，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的。
比如，有的企业家创业初期，虽然
走遍了千山万水、历尽了千辛万
苦，但他的内心是幸福的。而有的
企业家事业有成、功成名就之后，
幸福感却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

“心随境转”是人之常态，评价或
者提升企业家的幸福感，显然不能
拘泥于这种个体的差异性。

“奋斗的人生是最幸福的”。从
企业家群体自身角度而言，成功离
不开奋斗，这是幸福的基础，也是
幸福感的源泉。改革开放以来，宁
波有不少“草根”企业家，以敢为
人先的精神，扎根乡土，白手起

家，坚持梦想，负重前行，干出了
一番令人钦佩的事业——有的深耕
实业，成为行业翘楚；有的投身慈
善，不遗余力反哺社会；有的立
德、立功、立言“三立”并重，为
后人树立榜样……他们的创业历
程，不仅成就了自己，也为城市的
兴盛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
企业家在与城市的“双向奔赴”
中，受到了社会正向回馈和激励，
幸福感自然是满满的。

从公共服务角度看，企业家要
创业，少不了与政府部门和相关方
面打交道，是不是“好办事”、能
不能“办好事”，直接影响他们的
内心感受。近年来，宁波以一流环
境汇聚幸福，推进“放管服”“最
多跑一次”等改革，积极打造高效
便捷、公平有序的营商环境，成为
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首
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营商
环境连续多年稳居全国城市第一方
阵，成效有目共睹。“不求人”就
能办成事，在宁波已成为一种常
态，这为增强企业家的幸福感加了
分。

“雅戈尔的成长与发展，与我
们宁波这个重商亲商的城市是分不

开的”“在宁波，企业能专注经
营，无后顾之忧。企业有困难，政
府有求必应，主动上门，无事不登
门，不给企业添麻烦。每当外部环
境发生变化，企业经营遇到困难，
政府都主动出台各项惠企政策，帮
助企业渡过困境”，雅戈尔董事长
李如成在对话中分享的这些体会，
道出了宁波成功获评“企业家幸福
感最强市”的关键所在。这样的评
价，不仅是对宁波这方创业热土的
一种肯定，更是对城市未来的一种
期许。

企业家幸福感，是城市幸福感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获 评 “ 最 强
市”，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誉。我们
当以此为契机，对标对表，全面检
视营商环境，不断提升城市的吸引
力、“聚商力”、竞争力。这么做，
最终也是为了让老百姓有更多获得
感、幸福感。

企业家幸福感从哪里来

王立彬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今
年世界粮食日及全国粮食安全宣传
周，强调“践行大食物观 保障粮
食安全”主题，符合人民群众从

“吃得饱”向“吃得好”转变的要
求。老百姓食物需求的多样化要求
各方转变观念，树立大农业观、大
食物观，加速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
体系，在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
在自己手中的同时，保障肉类、蔬
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
供给。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践行
大食物观，要牢记粮食安全这一

“国之大者”，确保“口粮绝对安
全、谷物基本自给”。农田就是农
田，只能做“加法”、不能做“减
法”，只能用来发展种植业特别是
粮食生产；永久基本农田要重点
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
上要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些地
方大量的良田要么建养殖场，要
么 是 种 花 卉 果 木 ， 这 种 “ 非 粮
化”必须遏制。

大食物观、大农业观要与大资
源观、大生态观相协调。粮食安
全、生态安全、食品安全三位一
体，耕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

都要坚守，决不能拆东墙补西墙。
要立足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适应
食物结构升级、消费多样化需求，
面向整个国土资源要食物要蛋白，
归根到底要靠绿水青山、江河湖
海，必须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要从每一分耕
地、每一块林草、每一片湖海保护
利用开始，多做绣花功夫的“加
法”，少搞“大开发”“大开荒”。

践行大食物观离不开“小种
子”。我国主要作物种子自给自
足，是粮食安全底气之一。党的二
十大报告中强调，“全方位夯实粮
食安全根基”“实施生物多样性保
护重大工程”。我们要为扭转生物
多样性加剧丧失趋势而努力，建设
好中国的“种子银行”，存储物种
遗传密码，守卫人类粮食安全底线
和生物资源开发根基。还要在确保
生物安全基础上，开展基因功能及
基因遗传多样性研究开发，在生态
系统、物种、基因等层次开展种子
科技攻关，实现藏粮于技。

践行大食物观，要做好“减
法”。肉蛋奶、果菜鱼、菌菇笋，
样样生之不易，全社会要大兴节约
食物、反对浪费的风气，相关部门
要从健康、节约角度引导公众形成
科学合理的膳食结构，把森林草
原、江河湖海馈赠的食物、植物动
物微生物提供的热量、蛋白用足用
好用精，尊重绿水青山，珍惜劳动
果实。

践行大食物观
须做好加减法

丁慎毅

10 月 17 日下午，第 54 届“世
界标准日”浙江主题活动在宁波举
办。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发布了浙江
省公共服务“七优享”标准化成
果。

2021 年，我国首次出台基本
公共服务标准，涵盖幼有所育、学
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
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优
军服务保障、文体服务保障等 9个
领域 80 个基本公共服务项目。以
此对照，浙江省公共服务“七优
享”标准化成果聚焦于“幼有善
育、学有优教、劳有所得、病有良

医、老有康养、住有宜居、弱有众
扶”七大领域，从中可以看出，浙
江省正在推动公共服务从“七个
有”向“七个优”升级转变。

以宁波为例。在宁波实现“病
有良医”目标过程中，“慈溪市农
村医疗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专项试
点”项目入选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
准化试点。这一试点在推进村卫生
室慢性病、中医、检验、口腔、眼
睛等保健服务功能“五位一体”建
设的基础上，努力实现群众看病少
跑腿，足不出村就能享受优质医疗
健康服务。通过试点运行，慈溪市
实 现 农 村 家 庭 医 生 签 约 率 高 于
90% 、 慢 性 病 规 范 管 理 率 高 于

65%、群众就医满意度高于 95%，
并在全国农村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

“宁波经验”。
按照我国《“十四五”公共服

务规划》，到 2025年，我国公共服
务制度体系将更加完善，政府保障
基本、社会多元参与、全民共建共
享的公共服务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政策有厚度、执行有力度，公共服
务才能更有温度。随着经济社会发
展，群众对基本公共服务的要求也
在日益提高，公共服务需要以标准
化促进均衡化，从“有没有”向

“优不优”转变，以服务的“优”
化解群众的“难”。各地应对标国
家标准和本地区的实际需要，采取

针对性更强、覆盖面更广、作用更
直接、效果更明显的举措，扩大供
给，大幅度增加政府在基本公共服
务领域的投入，优化和调整社会资
源配置方式，推动本地区公共服务
从“有”向“优”转型。

在外延上，向基层延伸、向农
村覆盖、向边远地区和生活困难群
众倾斜，加快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的
软硬件短板和弱项。在内涵上，提
高公共权益维护的能力，使政府职
能的公共性得以更好发挥。同时，
做好降成本、促普惠、强监管工
作，让企业收益和服务质量有保
障，确保标准“承诺必达”，能落
实、可持续。

让公共服务从“有”向“优”转变

徐根凯

桃花美了山川，蜜桃富了乡
邻。自从“奉化水蜜桃”在奉化区
水蜜桃研究所统一指导管理下，打
上专属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后，市
场认可度进一步提升。从中国农产
品品牌价值评估看，2022 年，“奉
化水蜜桃”区域公用品牌价值已高
达 15.13亿元 （10 月 16 日 《宁波日
报》）。

申请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对合
理、充分利用与保存当地自然资
源、人文资源和地理遗产，有效保
护优质特色产品和促进特色行业的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宁波拥有丰富的地理标志资
源 、 优 越 的 生 态 环 境 和 自 然 条

件，造就了许多独具特色的农产
品。截至目前，全市拥有有效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和地理标志产品
59 件，其中集“地理标志产品、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农产品地理
标志产品”于一体的“三地标”
产品 20 件，数量居全省第一。例
如，古林蔺草、奉化水蜜桃、象
山柑橘、慈溪杨梅、余姚榨菜、
宁海白枇杷、鄞州雪菜……这些
宁波人耳熟能详的特色农产品，
都拥有一张金灿灿的名片——国
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产业兴，则百业兴。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具有区域性，所带来
的高附加值，使农产品高价格成
为 可 能 ， 是 共 同 富 裕 的 产 业 之
路 。 比 如 ， 象 山 选 育 的 “ 红 美

人”等 20 余个特色柑橘良种，推
动当地柑橘产业转型升级，县内
4000 户橘农户均收入 12 万元，亩
均收益 5 万元至 10 万元；再如，
已有 800 多年栽培历史的奉化水
蜜桃，年产值近 5 亿元，已成为
当地促进农村增绿、农业增收、
农民致富的支柱产业。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培育是一
项惠农工程、系统工程，既需要
党委、政府顶层设计，也需要部
门间的通力配合、协同发力。一
些地方存在“重注册轻使用”现
象，尤其是很多中小生产经营者
品牌意识不强，认为农产品获得
地 理 标 志 产 品 称 号 后 就 是 品 牌
了，不再在品牌塑造上下功夫，
忽视了产品特点的打造，在营销

过程中，也没有很好地利用地理
标志产品的优势，导致产品品牌
价值弱化，不能给企业或农民带
来更多的收益。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是一个地区
的“金字招牌”，也是一个地区农
业实现可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动
力。如何将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资源
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让地理标志
农产品“名利双收”，不仅涉及农
产品全产业链，也涉及政府、部
门、院校、市场要素的衔接。只
有通过做强地理标志品牌，提升
品牌效应，保护品牌信誉，才能
真正实现“用好一个地理标志商
标，带动一个产业，搞活一地经
济，富裕一方百姓，发展一域经
济”的目标。

用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擦亮“土特产”名片

赵 畅

23 年前在浙江海宁进货时欠
了货款，此后与对方失去联系；23
年后，在山西的温州商人夏先生通
过海宁当地媒体找到债权人孙国
新，10 月 16 日转账 20 万元，还清
了当年的货款 （10 月 16 日澎湃新
闻）。

夏先生与哥哥早年从事皮衣生
意，2000 年他们从孙国新的厂里
进了批男装，但卖得不好，于是便
欠了 20 多万元货款。知道夏先生
他们资金周转困难，孙国新没催他
们。“没催他们”，既是出于理解，
也是出于宽容。

然而，对于孙国新的理解与宽
容，夏先生兄弟俩并没有将它视为
可以拖欠甚至不予偿还的理由。事
实上，夏先生兄弟俩想还钱，但

“孙国新换了手机号码，联系不
上”，即便“到海宁打听孙国新的
下落，也没能找到人”。直至今年
10 月 13 日，夏先生与海宁大潮网
联系，希望媒体帮忙，最终才找到
因工厂倒闭后离开海宁且换了手机
号的孙国新。而孙国新“得知夏先
生为了还债通过媒体找自己，惊讶
不已”。为什么？因为“像他这样
的人真的很少，这是 20 多年来我
收到的第一笔主动还给我的货款”。

对于夏先生兄弟俩曾经许下
的“等生意好了一定会还钱”诺
言，孙国新或许并没放在心上，
但 在 夏 先 生 兄 弟 俩 时 时 牢 记 于
心。尤其等到他们有钱以后，不
仅在第一时间启动了还钱计划，

而且还一次次地联系，大有“联
系不上，还不了欠债，就决不罢
休”之势。从中，既折射出他们
坚韧执着的精神，更彰显了他们
诚实守信的品格。

或许，在旁人看来，凭了这份
诚信的心愿，何况还一而再再而三
进行了努力，即使还不了钱，或许
也能解脱——毕竟，夏先生兄弟俩
的行为既对得起孙国新，也对得起
自己。然而，夏先生兄弟俩跟自己
死磕，在他们俩看来，“欠债还
钱”是天经地义之事。诚信比天
大，如果找不到孙国新还不上钱，
就是自己欠缺诚信，就会因此责怪
自己，以至于惭愧、抱憾一辈子。
正是因为他们兄弟俩把诚信看得比
什 么 都 重 ， 才 在 23 年 里 千 辛 万
苦、千方百计找人，最终如愿以偿
——“转账 20 万元，一次性还清
当年的货款”。夏先生兄弟俩的行
为告诉我们：只要讲“诚信”，何
时何地都不晚。

诚信，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道
德规范之一，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
心理念，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
石。包括夏先生兄弟俩，“诚信农
妇”武秀君，“信义兄弟”孙水
林、孙东林，“油条哥”刘洪安
等，一个个响亮的名字、一件件感
人的事迹，生动展现了当代中国人
以诚立身、守信践诺的精神风貌。
如果说，诚信是每一个人的“通行
证”，是至关重要的无形资产的
话，那么，我们只有坚持以信立
身、以诚兴业，才能做得更好、变
得更强、走得更远。

讲“诚信”永不言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