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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

夜行，谁知之者”，率直的西楚

霸王项羽说了率真的话。在

外打拼多年，终于事业有成，

谁都想回到家乡来走走看看，

这既能表明个体的存在，也可

以彰显个人的能力，何乐而不

为呢？温商离家寻梦，可以说

是身在他乡，心系故土，他们

的灵魂从未离开过这个“生我

养我的地方”。事实上，每逢

节假日，他们都会时不时地在

百忙之中抽空回乡，安宁沉静

地待上一段时间，家乡的建设

与发展也从未缺少他们的支

持与参与，毕竟这儿才是他们

每一个人的“精神皈依之所”。

近几年，温商回归一直是

温州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

是推进温州经济赶超发展的

重要抓手。温商本来就是我

们自己的资源，只是长在自家

园子里的藤蔓，把瓜结到了邻

家的院子里而已，市委市政府

重视温商回归工作，这一战略

决策，是务实而高明的。

要想让温商回归，先要了

解他们因何离乡。根据温商

的创业历程，大体上可以把他

们的离乡原因分为两类：第一

类，在家乡创业无望，发家致

富、出人头地的梦想很强烈，

但“阿里巴巴”的机会之门总

也不肯开启，于是背井离乡，

寻找梦想；第二类，生于斯，长

于斯，成于斯，他们原先在家

乡的事业就做得风生水起，只

是转型时期，政策的扶持力度

少了，因房地产涨价导致租金

猛涨，工人工资福利上涨并且

人工匮乏，基层干部“偶尔”的

吃喝卡拿要，这些因素都使得

温企成本增大，利润减少，于

是，纷纷外迁，寻找那些创业

成本相对较少的地方落户去

了。

从主观上讲，两类温商都

是愿意回乡创业的，但客观条

件各不相同。第一类温商“似

主实客”，温州是他们的出生

地，他们是温州的主人，但他

们并不熟悉温州的创业环境，

从这一点看，他们只是客人；

第二类温商“似客实主”，他们

“转战”他乡，回来是客，但他

们在家乡广有人脉资源，从官

方到民间，都有可信赖的生意

伙伴与“自己人”，一旦回来，

如鱼得水。

基于此，温商回归可有两

种模式：一是缓慢回归，让“似

主实客”的温商了解家乡的政

策与决策，邀请他们参与到家

乡的公共建设当中来，逐步唤

起他们的主人意识与责任感；

二是快速回归，与“似客实主”

的温商谈条件。但不管哪一

种模式，都需要有一个法治环

境，没有梧桐树，引来凤凰栖

哪儿？

我们期待：迎回温商，再

铸辉煌；温商归来，共创未来。

自从 2013 年省委省政府作出

“电商换市”的战略部署后，我市把

网络经济作为振兴实体经济的“一

号新产业”来抓，电子商务业态不

断丰富，发展氛围日趋浓厚。特别

是网络经济与传统农业、电子商务

与农村流通体系建设的深度融合，

激发了传统农业和农村经济创新

提升发展，使农村电子商务逐渐成

为全市农业产业化新的增长点。

据省商务厅、省财政厅公布的

2015年一季度网络零售销售数据，

我市共有15个行政村网络零售销

售额超250万元，居温州各县（市、

区）首位。近日，瑞安日报报道的

马屿镇曹村1个社区就有300余家

电商网站（详见10月12日第4版

报道），农村电商态势由此可见一

斑。这些散落在全市各地的淘宝

村，不仅让马屿的眼镜、仙降的箱

包、塘下的汽摩配、陶山的甘蔗、高

楼的农产品等瑞安特色商品大步

迈向广阔的国内市场，更让广大农

民朋友得到了实惠，走在了希望的

田野上。

发展电子商务，是市场经济发

展的趋势所向。尽管新常态下经济

增长持续放缓，产能过剩和结构调

整让不少行业陷入低迷，但电子商

务、物流快递等新兴业态却是逆市

飘红并快速成长。有数据显示，截

止2014年12月底，中国网民中农村

网民占比27.5%，规模达1.78亿，按

人均年网络消费金额500元来计算

的话，市场总量是巨大的！从经济

和社会价值来看，发展农村电商既

可以拉动内需，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也可以通过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

乡，助推产业转型升级，可谓一举多

得，利国利民。当农村里“生活要想

好，赶紧上淘宝”的口号代替了“要

想富，先修路”之类的墙刷标语时，

一场电商下乡的浪潮在农村地区悄

然兴起。特别是城市电商之争趋于

白热化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农

村市场更是呈现出一片新的蓝海，

等待着人们去淘金布局。

只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

感。这么多年，农村电商始终发展

缓慢，远远落后于城市。以我市为

例，910个行政村走出了15个网络

零售销售额超250万元的淘宝村，

1.65%的比例实在让人尴尬，只能

说未来潜力无穷。“买难、卖难、送

难”成为制约农村电商发展的三大

难题。买难主要是农村的购物方

式还是习惯于当面交易和实体店

购买模式，习惯的培养真的需要假

以时日；卖难主要是缺乏交易平

台，既精通电子商务技术又了解农

产品特点和市场行情的专业人才

少之又少；送难表现在物流“最后

一公里”未打通，物流网络不发达、

配送成本高，这是阻碍农民享受电

商发展红利的重要因素。因此，尽

管大家都知道农村电商是“蓝海”，

但要想快速推动还是需要走过相

当一段的长路。这个过程中，政府

的扶持、农村电商人才的培养、市

场主体创新创业活力的激发等手

段缺一不可，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来

打造未来新的增长点！

广 州 日 前 审 议 通 过《拾 遗 物 品 管 理 规 定》，《规 定》明 确, 处 理 无

人 认 领 的 物 品 时, 公 安 部 门 按 拾 获 财 物 价 值 10% 的 金 额 对 拾 得 人

给予奖励。 （陶小莫 画）

从 10 月 16 日起，我市出台的

《瑞安市工业企业“零土地”技术改

造项目审批方式改革实施方法（试

行）》将开始实施。届时，企业不涉

及新增建设用地的技改项目，只要

是不属于“负面清单”上的项目，向

相关部门承诺报备即可（详见本报

10月14日1版报道）。

报备即可，意味着省去很多中

间审批的环节。什么叫简政放权，

这就是典型做法。谁都知道办企业

难，局外人想到的是资金、市场、技

术等，可事实上，被企业主抱怨最多

的就是审批难，好多好的项目，在跑

断腿和磨破嘴的审批过程中，要么

夭折，要么丧失好的发展时机。

企业渴望好的发展环境，实际

上就是希望能拥有一点自由发展的

空间。这个空间就是自主权，用好

了就是效益。这个空间有时候比我

们经常强调的资源、交通或区位等

要素更重要。著名的“温州模式”，

就是温州人在人多地少、没有机场、

没有铁路，甚至连一条像样的公路

都没有的情况下创造的。这个模式

的核心有一条就是，让人民有自主

权。说白了，这个自主权就是放手，

让人们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路。中

国的改革开放始自农村，而农村改

革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分田到户，实

行土地承包责任制，由此，农民对地

里种什么、怎么种、什么时候种有了

决定权，他们的积极性得到空前高

涨，拉开了大地欢歌的序幕。

瑞安这次推行的“零土地”技术

改造项目审批方式改革，是为企业

松绑，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更好地施展拳脚。今后企业在自己

的场地内扩建、改建、单纯购置设备

等技术改造项目类型完全由自己说

了算。其实，就该这样，一户人家，

什么房间做卧室、什么房间当客房，

家具怎么摆放等，当然是主人说了

算，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这同

企业在自己的场地内搞技改是一个

道理。

“零土地”技改项目审批改革，

是用改革的思路破解发展中的难

题。浙江人多地少，用地难一直是

制约浙江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土

地资源有限，坐等不是办法。“零土

地”技改项目审批改革，促使企业在

面临土地资源紧缩的新形势下，进

行技术改造特别是零土地技改。通

过政策倾斜，引导企业放弃粗放式

“外延扩张”模式，转而依靠技术更

新带动“内涵提升”。

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具有投资

省、周期短、见效快、污染少、消耗

低、集约利用土地的特点，对资源匮

乏、环境容量小的瑞安来说，这是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当前

积极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

势、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

径。

简政放权，让企业拥有更多的

自主权，从而激活市场，为发展赢得

更大空间，这是政府职责所系，亦是

有位有为。

向“空间”要效益
■薛建国

温商回归的
主观因素与客观条件

■金粟

农村电商，让农民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王 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