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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前，在德国举办的一场木器展
销会上，小木匠沈建华制作的一个大木箱
子引起了众人围观。只见工作人员小心
翼翼地把一枚枚鸡蛋放进木箱模型，然后
告诉众人，只要时候到了，一群小鸡就会
孵出来。

如今，在中国最大的羊毛衫集散地
浙江省嘉兴市，已不再年轻的沈建华又
建了一个孵化器。这次，他要孵化的不
是小鸡，而是一个个成功的创业者。

扶起“做倒了的”生意

沈建华决心让镇上的小作
坊都办成大公司，建起了毛衫
业科技创业园孵化基地，由此
催生出一个个现代企业

320国道，起于上海，终于云南，如果
要选择走这条全长 3000 多公里的公路，
一定要绕开濮院镇和洪合镇。因为这里
实在太堵了。

2017 年 12 月初，记者来到位于嘉兴
市的这两个相邻的小镇，寒冷的天气
中，嗅到的却是热火朝天的气息。堵
车 ，从 傍 晚 时 分 开 始 ，一 直 持 续 到 深
夜。滚滚车流中，京牌、沪牌、冀牌……
各地的车都有。穿梭在马路中的送货三
轮车更是难以计数。

“天气越冷，我们的生意就越好，现在
正是羊毛衫的旺季。”浙江华新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沈建华笑着告诉记者，尤
其是今年，生意更是好得不得了。火爆的
市场吸引了众多创业者前来“淘金”，来自
北京、上海、河北……以濮院镇为例，本地
人口只有5万，而外来人口则是本地人口
的数倍。

放眼全国，在上世纪90年代末，全国
共有 9 大羊毛衫生产基地，分布于山东、
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地，9大基地各有
所长、难分上下。而如今，每年从濮院镇
和洪合镇销出的毛衫服装就能达到 9 亿
多件，销量占到了全国总量的一半以上。
也就是说，每两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人穿
着嘉兴生产的羊毛衫。这正印证了那句
俗话，“没有不行的行业，只有不行的企
业。”那么，这两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镇
到底是如何形成巨大的虹吸效应？这要
从沈建华为什么建孵化基地说起。

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正从计划经济
开始迈向市场经济，在这个历史大变革的
时期，小镇上的人们嗅到了商机。“当时，
一些往返上海的长途车会路过洪合镇，会
在 320 国道和泰旗路交叉口停靠休息。
有人流就有商机，于是当地人开始拿一些
毛线帽子在那里摆地摊，生意蛮不错的。”
沈建华回忆道。

羊毛衫小镇的生意就这样一顶帽子
一顶帽子地做了起来。到了 1986 年，甚
至连俄罗斯人都跑到这里来大量采购。
洪合镇上几乎家家户户都在手摇着横机，
一边织一边卖。然而，好景不长，仅仅过
去了几年，洪合镇出口俄罗斯的毛帽子贸
易就倒掉了，曾经雪片般飞来的订单越来
越少。

为什么？“农民小作坊式的生产注
定做不长，生意好了，就有人想着法子
偷工减料；生意差了，就有人开始低价
竞争。”沈建华说到这里，浙江千圣禧
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建根对此感受颇
深：“1988年，我只有1台机器，1个员
工。因为是家里的小作坊，没有人监管，
为了赶工多接单子，生产出来的帽子我
就省去了烘干的步骤。结果，夏天发到
俄罗斯的帽子全部都烂掉了，冬天发过
去的帽子又都结成了冰。后来就很难再
接到订单了。”

只有规范，才能长大——多年之后，
沈建华想通了这个道理，他决心要让镇上
的小作坊都办成大公司。正值千禧年，沈
建华离开原来的木匠和装修行业，开始了

羊毛衫领域的探索。他提出“小舢板成航
母，你创业我服务”，在洪合镇建起了首个
毛衫业科技创业园孵化基地。从办理执
照、主动纳税、创建品牌开始，现代化、规
范化的经营理念冲击了所有的小镇人。

成长的渴望有着强大的力量，再加之
完善服务的吸引，缩在民房、村落里的人
们一个个走了出来，在孵化基地开始了新
一轮的创业。从农民个体户到公司老板，
企业发展正规了，实力壮大了，他们也就
愿意在品种研发、质量提升上投入更多的
精力。受益于此，曾经做砸了外贸生意的
陈建根如今已建成了当地的标杆企业。

聚沙成塔，小镇农民的再创业大潮催
生出一个个现代企业，而当地的产业也就
在无形之中迈向了升级和创新发展之
路。如今，鄂尔多斯、恒源祥等知名毛衫
品牌都纷纷在洪合镇和濮院镇设立了生
产基地。而这里的产品更是远销到了数
十个国家和地区。

拉着企业往上走

“华新模式”直接孵化、培育、
服务创业企业2000家左右，几乎覆
盖产业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不少
已走上了品牌之路

“赚美元的单子也不能全接，要有选
择。”专门做外贸生意的嘉兴帝翔服饰有限
公司董事长孟松强告诉记者，现在订单多，
来不及做就不接，不能砸了自己的牌子。

有选择单子的权力，也就意味着在国
际贸易中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这也正
是沈建华所说的“小舢板成航母”的魔力
所在。而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将其定义
为“华新产业集聚成长”模式（简称“华新
模式”）。

具体而言，在洪合镇孵化基地获得
成功后，沈建华又在濮院镇搭建了国家
级示范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并进一
步扩展到毛衫行业的上游，在位于河北
省邢台市的清河县和南宫市两地的原料
市场也建立了服务基地。在这些基地
里，有最先进的、个体户买不起的打版
机，如果客户需要新款样衣，在基地可
以轻松完成；这里有全套的现代化财务
系统，小企业不需要另请会计，只要在
基地申请一个入口就可以；这里还有新
产品研发、产品检测、技术培训、电子商
务等种种服务。

此举不仅整合了毛纺织产业链资源，
还给创业者提供了一个高起点、一条有奔
头的成长路径。据统计，“华新模式”如今
已直接孵化、培育、服务创业企业2000家
左右。这些中小微企业各有所长，几乎覆
盖了产业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举个例
子，拿这件最普通样式的毛衫来说，它需
要21道工序。在濮院镇，这21道工序全
部都进行了分工，各干各的，效率非常
高。当然了，这是市场自发的选择。”孟松
强拎起一件毛衫对记者说道。

“‘华新模式’值得借鉴，这种模式培
育出来的中小微企业成长得很好很快，一
批小商户都走上了品牌之路。可以说，是
华新在拉着企业往上走。”中国纺织工业
联合会副会长夏令敏说，从全国范围来
看，这个区域的创业创新氛围整体非常
好，创业者在这里能够找到更多的成长机
会。

对此，孟松强深有同感：“我们洪合和
濮院，原来就是农民创业的摇篮。现在新

一代成长起来，也大多选择回来创业，外
来的创业人口就更多了。”

好模式吸引了创业者，而外来创业者
又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和理念。良性互动
之下，当地企业的眼界越来越高，拥有了
越来越多的话语权。而产业升级也就成
为了必然的结果。事实上，这也正是我国
纺织行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挑着单子接”
的现象并不是这里独有。

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慢慢消失，不少
人担心越南、孟加拉、柬埔寨等地会替代
我国成为新的纺织产业基地。对此，夏令
敏认为不必担心，“我们不接的单子转到
东南亚，这并不会削弱我们的国际市场竞
争力，我国的加工质量、生产能力、反应速
度、管理水平都是很强的。往中高端上
走，是中国制造的必然趋势。到国外看一
看，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中高端纺织产品
是made in China”。

对于如今的中国而言，早已不是依靠
成本低廉的生产力进行国际竞争的时
期。但对于具体企业而言，转型并不
容易。

“方向往中高端走是一定的，但是，企
业转型有许多障碍需要突破，个人的力量
非常有限。”孟松强认为，在这个阶段，非
常需要“火车头”的带动和引领。面对新
的形势，沈建华又开始琢磨他的新一轮
创业。

创业者的共享经济

创新园的创意设计大楼，可以
辐射当地的整个市场，创业者可以
共享其丰富的设计资源、电商资
源、周转资金、客源……

点一杯卡布奇诺，在后现代风格的
“看见咖啡”里稍坐片刻，便会看到不少
操着外国口音的艺术家们正来来往往。
原来，在中国濮院毛衫创新园的创意设
计大楼中，入驻了 20 多家来自韩国的设
计公司。

“我经常会到创意设计大楼上转一
转，听听那些设计师们的灵感，看看有没
有合作的可能，来一个‘爆款’。”陈建根告
诉记者，靠抄袭和模仿的服装产业走不
远，而小镇上最缺的就是设计力量。因
此，当200多位设计师入驻园区内的创意
设计大楼之后，他与其他老板一样，都非
常兴奋。

设计是服装的灵魂。然而，对于创
业者，对于小微企业而言，他们根本没
有实力去请大牌设计师。看到这一问
题，沈建华决定拿出一整栋楼来做设计
中心。为了吸引更多的设计人才，给市
场集聚更多的设计资源，他不惜赔本儿
去做这件事。记者获悉，两年多以来，
仅在韩国设计团队身上，华新集团就补
贴了 1000 多万元。

创业者的共享经济，这正是沈建华继
孵化基地之后的第二次创新。一栋设计
大楼，可以辐射当地的整个市场，每一个
创业者都可以共享其丰富的设计资源。
再加上共享设计、共享客源、共享电商资
源、共享周转资金、共享成长学院……共
享带来的红利难以计算。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
楼上看你”。如今，漫步在时尚的中国濮
院毛衫创新园，前卫的设计师在寻找灵
感，风格各异的生产厂房都开辟了潮流
的展示空间。而这一切，都是游客们眼

中的风景。看文化展、喝咖啡、买衣服，
作为毛衫时尚小镇的核心区块，中国濮
院毛衫创新园成为了最吸引游客的地
方。正值周末，记者看到一辆辆旅游大
巴满载而来，一辆辆私家小车满载而
去。据沈建华估计，今年前来购物旅游
的人次将超过15万。旅游商业的共享让
生产者能够直接与消费者面对面，掌握
最新鲜的市场诉求。

电商资源的共享则为生产企业打开
了一扇新的窗户。去年“双11”期间，天猫
平台的中老年服装商家中，香颜服饰的成
交量遥遥领先。这家企业坐落在园区内
电商基地大楼的6层，其创始人付国文是
典型的“85后”，几年前，他从江苏老家来
到这里开始创业。利用网络平台，他的生
意迅速壮大起来，目前年营业额在 5000
万元左右。电商基地的红火给当地的生
产企业拓展了新的市场渠道，同时，市场
嗅觉灵敏的电商企业也倒逼着当地供货
商创新能力和反应速度的提升。

成长基金的共享则能够解决企业发
展的燃眉之急。“有一次我着急发工资，
可是那几天资金确实周转不过来。后来
我给园区打了一个电话，一个小时就拿
到了 100 万元现款，不需要任何抵押。”
想起这件事，孟松强至今还能感受到那
种雪中送炭的珍贵。记者获悉，华新集
团专门拿出了 3500 万元成立股权投资
公司，园区成员有短期资金需求时，公
司可以直接提供；如果需要向银行申请
长期、大额贷款，投资公司则可以为其
做担保。

共享，让一个个创业者成了产业巨
人。如今，这个巨人准备更进一步，进军
未来市场。“专攻智能制造的生产中心和
研发中心很快就要启动了，到时候，每一
个创业者都可以共用同一个智能制造车
间、分享平台的订单。”沈建华说。

这个设想让人兴奋。众所皆知，借助
网络的个性化定制是未来的制造方向，但
对于单个企业而言，为了一个或者几个用
户的需求去单独打样、生产，得不偿失。
而共享车间一旦实现，不同商家就可借助
平台大数据整合各自接收到的同类需求，
进行统筹设计和生产。柔性生产就能够
真正实现。

创业就是最好的守业。从小木匠走
到今天，沈建华是永远的创业者，也是更
多创业者的孵化人，正是这一群创业者让
嘉兴的毛衫产业在一次次变革中赢来凤
凰涅槃。谈到未来计划，沈建华说：“以后
要做世界毛衫大王，只要有了创业创新的
精神，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浙江嘉兴毛衫产业基地“华新模式”：

创客孵化创客 升级倒逼升级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 哲

时尚的嘉兴毛衫生产基地吸引了众
多消费者前来游览。 李 哲摄

华新集团投建的毛衫时尚小镇里的文化展。 李 哲摄

2017 年 12 月份，温州乐清市天成街道万一村村
民万定敖的母亲去世，出殡当天，他把丧事简办省下来
的5万元捐给乐清慈善总会作公益活动。

如今在浙江温州，这样丧事简办的例子随处可见。
乐清白象镇中垟田村党支部书记黄道弟告诉记者，以前
在乐清办丧事，普通人家要7天至11天，花费十几万元到
几十万元。但是现在，移风易俗改变了当地人的观念，大
家明白，“孝顺要趁人在世，办丧事心意到了就行”。

据了解，为了破除陈规陋习，树立文明新风，温州
市从顶层设计、舆论导向、树立典型和不断创新4个方
面，把移风易俗工作打造成为得民心顺民意的“惠民工
程”、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的“减负工程”、破除婚丧礼
俗陈规陋习的“改革工程”、提高管理水平贴近群众生
活的“凝心工程”。该市文明办主任吕朝晖介绍说，市
里制定了总体方案，同时出台了系列规范性文件。

该市还成立了“市、县、镇、村”四级领导小组联动
机制，完善移风易俗联席会议制度，目前“一约四会”已
基本实现全市村居全覆盖，普遍将移风易俗纳入村规
民约。各村(居)还按照“一村一策”原则，制定具体的

《红白理事会章程》并公示，与群众签订遵守协议，接受
群众监督。同时，移风易俗也被纳入五美乡村、幸福社
区考评体系，对发生大操大办、封建迷信、黄赌毒现象
取消参评资格或撤销称号。市财政每年单列800万元
给予不同等次的资金补助，有效改善乡村环境和公共
设施，着力解决移风易俗领域存在的痼疾。

在开展移风易俗工作过程中，温州各地的举措各有
特色。鹿城区开设“文明在行动”专题，在市区3870辆出
租车LED屏发布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做到文明宣传365
天在线。泰顺县在廊桥文化公园举办主题为“铁军情、廊
桥梦”的集体婚礼，向广大群众倡导婚事新办之风。瓯海
区丽岙街道是著名侨乡，老人祝寿喜欢全村分发寿礼，如
今，分发寿礼变为捐献公用事业或成立公益基金……

眼下，丧事主张“简约文明”，推广“厚养薄葬”，在
温州百姓中已成共识。年轻人结婚同样提倡“时尚节
俭”，增添“温馨浪漫”。目前，全市1022个文化礼堂、
768个道德讲堂正在延伸服务功能，为举办婚礼、少儿
启蒙礼和成人礼等各类喜庆及宴席提供活动场地；在
不少地方，海葬、生态坟等环保殡葬方式被广泛采纳。

本报北京1月7日讯 记者乔金亮报道：我国中
东部地区近日出现入冬以来最大范围雨雪降温天气过
程。农业部种植业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这次降水
降温利于冬麦区土壤补墒，缓解部分麦田表墒不足，增
强小麦抗寒能力，对小麦安全越冬十分有利。农业部
组织专家和农技人员，深入受灾地区调查了解灾情，指
导农民因地制宜落实救灾措施，做好灾后生产恢复。

农业部小麦专家指导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于
振文说，这次雨雪降温天气过程先降雪后降温，积雪覆
盖麦田，慢慢融化，增加了土壤热容量，利于增强小麦
防寒抗冻能力。同时，这次雨雪降温天气过程也导致
安徽、河南和江苏等省部分地区的冬小麦出现冻害。
受灾地区农业部门及时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生产一线，
指导农民及时清沟理墒、排涝降湿、防冻除雪，加固蔬
菜温室大棚等设施，搞好大棚保温供暖，科学调控温
度，增强设施保温抗寒能力。

1月3日至4日，河南信阳市遭遇暴雪袭击。迎着
暴风雪，信阳市数千名帮扶干部进村入户，走向田间地
头查灾情。

下雪对于小麦等农作物来说，通常是件好事。但
是对于一些生长在大棚等温室中的作物来讲，暴雪往
往意味着灾难。

信阳光山县文殊乡方洼村第一书记徐开春在雪地
里艰难跋涉，心急如焚：乡亲们怎么样了，香菇种植大棚
能不能经得起这风雪的考验。到村后，徐开春直奔香菇
基地——10个大棚、10万个香菇菌棒，这是方洼村的乡
亲们脱贫致富的希望。大棚上的积雪足足有20厘米
厚，棚顶快被压变了形。徐开春组织村干部党员分成3
组清扫积雪，他拿上耙子、甩掉棉袄，迎着风雪搭梯耙掉
积雪。大家看到徐开春都这么拼，纷纷加油干，不到3
个小时，就把积雪清理干净了。

顶着风雪，商城县梅河村第一书记李广阔急忙赶
到贫困户刘万友家中。60多岁的刘万友左眼残疾又
有智力问题。他舍不得老房子，不愿搬到村里帮盖的
新活动板房里去，坚持独自一个人生活。当赶到他家，
发现人和房子都没事时，李广阔又嘘寒问暖，“我去买
两床被子给你，你现在赶紧搬到活动板房里去，雪越下
越大，我怕你这瓦房有危险”。

李广阔帮刘万友搬到新的简易房后。担心水管上
冻，李广阔又帮他接了几桶自来水备用。紧接着就到街
上买来两床被子，给刘万友家铺上，一切安排妥当，他才
离开。

1月3日，雪花飞舞。得知86岁的老人胡学堰从3
日开始就身体不适，潢川县纪委派驻檀树村第一书记李
欣、叶先国踏着没膝的积雪赶到被茫茫大雪围困的胡学
堰家，马上联系村医来到家中为其看病。

“截至4日晚，全村干部共重点走访98户，总体情况
良好，住房安全，有存储的食物，及御寒衣物、棉被。因雪
受损的共计3户，均已按要求上报乡民政所。”4日深夜，潢
川县纪委书记黄玉武收到驻檀树村工作队发来的短信。

创业者言

● 创业要从规范起步，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迅速
壮大

● 创业就是最好的守业，只

要有了创业创新的精神，就没

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 创业不分好时候和坏时

候，什么时候都合适，机会天

天都有

浙江温州：

红白喜事从简办理
本报记者 张 玫

农业部调查了解受灾情况——

组织农技人员指导雪后生产

田间地头查灾情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杨 进 曹良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