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义乌的老外有时“忘了自己是老外”
社会治理：不分内外，一视同仁，包容与尊重所有“在义乌的人”

本报记者刘荒、黄海波、李坤晟

1986 年的一天，距离义乌县政府不远的绣湖公园，人群聚
集围成几圈。很多人以为是在表演什么节目，走近看原来是在围
观一名外国人。

一名不同肤色的外国人，足以惊动县城老百姓。彼时的义
乌，虽然开放了市场，但和大多数中国县城一样，对外部世界充
满了好奇。

30 年后的今年，义乌每年签证超过 180 天的常驻外商就有
1 . 3 万人，每年到此采购的外商超过 50 万人次。“客人是条龙，
不来就要穷”，这本是义乌最著名的民谚之一，开放包容的义乌
人，为这句谚语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

让外国人参与社会管理

2018 年 2 月 4 日，义乌市两会期间，10 位外来建设者旁听
代表齐聚一堂，为义乌发展献计献策。义乌市宁波商会会长周建
强建议，在引导参与企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应更好地发挥商
会、行业协会的专业作用。

这次座谈会还公布了 2017 年度市人大建言献策先进个人
名单，周建强和义乌市山东商会会长何建成一起入选。

外来人口两倍于本地人口，其中还有 1 . 3 万常驻外商的义
乌，每年的人代会，都成为外来建设者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舞
台。

“从 2003 年开始，义乌市人大每年都要邀请外来建设者代
表旁听人代会。”义乌市人大干部金永林自信地表示，在县级市
人大层面，像义乌这样做的不多见。

旁听代表不仅可与市人大代表同场聆听报告，还会受邀参
与座谈，直接向义乌市政府领导建言献策。在义乌工作生活了
30 年的周建强，今年是第 7 次参加座谈。

近年来，不仅乡镇街道可以选拔推荐旁听代表，凡在义乌经
商、办厂、务工的外来建设者，也可以自己申请成为旁听代表。

在旁听代表当中，也少不了外国人。目前，已经有 80 多位外
商代表，或旁听过人代会，或参加过座谈会。

“义乌国际马拉松比赛，就是在外商的建议下举办的；外商反
映子女上学难问题后，义乌所有公办学校，全部向外商子女开放，
费用标准和义乌当地人一样。”义乌市涉外服务中心主任赵志刚
证实，义乌不少涉外服务，实则由外商代表直接推动。

在义乌稠州医院脑外科诊室，也门医生阿马尔一上班就忙个
不停。半个小时之内，他接待了 3 位前来就诊的病人，分别是中国
人、伊拉克人和印度人。阿马尔分别用汉语、阿拉伯语和英语，同

他们交流毫无障碍。阿马尔的汉语很好，经常和中国伙伴搭档，
随义乌市曲艺家协会下乡表演相声。

过去，义乌外商看病会请翻译帮忙和中国医生交流。但义
乌的大多数翻译并不熟悉医学术语，而且来做生意的外商一般
小病也不爱到医院就诊，一旦来医院的常常是大病或者急诊。

“义乌需要有人帮他们解决看病难题。”阿马尔认为，自己在
义乌当医生比做生意更有价值。“事实上，义乌很多医院已推广
多语种服务，这也和阿马尔等人提出意见和建议分不开。”赵志
刚补充说。今年是阿马尔来中国的第 21 个年头，除了外商旁听
代表这个身份，他还是“丝路文化俱乐部”的 CEO。

2015 年 6 月，义乌市商务局牵头搭建了世界商人之家，
现任理事长就是赵志刚。世界商人之家现有 9 个外商俱乐部，
“丝路文化俱乐部”便是其中之一。也门医生经常组织会员去
敬老院看望老人，也组织外商喝茶学茶艺。

待得越久，越有家的感觉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像阿马尔这样，融入到了义乌当地人
的生活中，这种融合也让义乌越来越有国际范儿。

首批能办理外国人签证和居留许可证的县级市，全国唯一
设立海关的县级市；充满异域风情的国际社区，街头巷尾随处
可见的外国元素……义乌用国际化的管理来匹配国际化的开
放格局。

2017 年，赵志刚所在的涉外服务中心，为外商办理了
3100 多项服务，“原来经常替外国人去杭州跑手续，随着服务
权限下放，公安、商务、国税、海关等 13 个部门的审批可以集
中办理，老外也能享受‘最多跑一次’的服务。”

几乎每个月，马来西亚珠宝商人郭集福担任 CEO 的“旭日
公益俱乐部”，都会固定组织一次公益活动，内容涉及助学、助
残、义务献血等。所有成员在自愿的前提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参
与公益活动；不能利用俱乐部的名义向他人募集资金或物资；
参与公益活动时，必须本人亲力亲为。

在郭集福的带领下，目前已有来自马来西亚、约旦、苏丹、
叙利亚、新加坡、伊朗、马里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加入
旭日公益俱乐部。

2017 年 7 月，由旭日公益俱乐部促成的世界商人大型无
偿献血活动拉开大幕，共有 1200 人参加无偿献血，献血总量
超过 20 万毫升，是义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参加外商最多、影
响力最广的无偿献血活动。他们还建议将每年 7 月 15 日设立
为“义乌世界商人献血日”。

看上去“珠光宝气”的郭集福，认定义乌就是自己的宝地，
待得越久，就越有家的感觉，有时会忘了自己是一个老外。谈
起为何如此热衷于公益活动，他认为很多外商和他一样，是在
义乌实现了自己的财富梦想，成为和义乌市场一起成长的成
功商人，买卖做大之后，自然而然有了一起回报义乌这座包容
之城的意愿。

义乌不仅有“洋街长”

还活跃着一支外籍调解员队伍

马利身材不高，但很敦实，说话时总是挂着笑容。他现在
是义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福田大队特邀的“洋街长”，虽然没
有工资、没有补贴，但福田大队工作人员评价他，“热情可爱，
工作积极性高”。采访结束时，这位哥伦比亚人热情地掏出名
片，邀请记者去他的餐馆消费。

为增进与外商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抓住外商中的“关键少
数”，义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福田大队，在外商聚集较多的工
人北路、长春六街等路段，邀请了三位“洋街长”参与日常管
理。除了马利，另外两位分别来自阿塞拜疆和哥伦比亚，都在
义乌定居经商多年。

马利来自距离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 400公里的小地方，18
年前来到义乌，自称义乌资历最老的南美人。现在，大约有 1500
个南美家庭常住义乌。“我们老乡也有在义乌买房的，都是全款
哦。”马利俏皮地说。

马利每个星期执勤一到两次。操一口流利中国话的他，耐心
劝导占道经营的小贩，面对一些外商朋友也不留情面。他感慨地
告诉记者，中国人脾气好，社会治安更好。马利早就把义乌当成
第二故乡，对义乌这座城市有了更多地融入感和归属感。能获聘
“洋街长”参与到城市管理工作中，他内心感觉很温暖，觉得自己
是一名真正的义乌人。

义乌不仅有“洋街长”，还活跃着一支外籍调解员队伍。

2013 年 5 月，浙江义乌市成立“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如
今在调解委员会的会议室里，除了五星红旗外，还有 11 面其他
国家的国旗。

“我们目前有来自 11 个国家的 12 名外籍调解员。”义乌
市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义乌市司法所所长陈津颜
说。委员会先后聘请 19 个国家的 21 名诚实守信和精通调解
的外商为外籍调解员。他们做义务调解时凭证据“帮理不帮
亲”，成为化解中外贸易纠纷的好帮手。

“我们要求外籍调解员无违法违纪记录，讲诚信，会中
文。”陈津颜说。

据了解，外籍调解员的人选由义乌商城管委会等有关单
位推荐和个人自荐相结合。陈津颜说，外国人首先经过了上岗
培训，了解调委会的职责、工作制度，应遵守的保密守则及纪
律，熟悉涉外调解的工作流程。

来自阿富汗的商人阿兹兹是目前在岗的一名调解员。他很
认同义乌聘请外商担任调解员的方式，“这让市场更有公信力”。

阿兹兹本人为义乌市场秩序做过很多努力。两年前，一位
外商从义乌国际商贸城进货后就回国了，在货款没有付的情
况下，拒绝回复卖家信息。情急之下，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货主
找到了阿兹兹。在朋友的帮助下，阿兹兹终于找到了这位外
商。通过阿兹兹的细心开导、多次沟通，那位商人终于付清了
所欠货款。

陈津颜希望有一天义乌能成为解决国际贸易纠纷的总
部。他的公文包里有一个信封，里面是一面五星红旗。他对记
者说，只有对所有市场主体公平公正，市场才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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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阡县位于贵州省东北部，铜仁市西南部，是环梵
净山旅游“金三角”的主角，也是贵阳融入“一带一路”、
长江经济带、成渝经济圈的重要节点。石阡面积 2173
平方公里，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带，森林覆盖率
62 . 43%，空气质量优良率 100%，年平均气温 16 . 8℃，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宜人，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
区、国家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县、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工程试点县和多民族聚居区；也是中国最具投资价
值的重点县之一，拥有“国家级温泉群风景名胜区”“中
国温泉之乡”“中国长寿之乡”“中国矿泉水之乡”“中国
苔茶之乡”等 15 个国字号品牌。

近年来，石阡县坚定不移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发
展的主抓手，抢抓西部大开发、内陆经济开放型经济试
验区、打造温泉大省的大好机遇，主动融入铜仁“一区
五地”建设布局，围绕“温泉之城·长寿石阡”的发展目
标定位，深入实施生态立县、产业兴县、旅游活县、工业
强县发展战略，全力建设全国重要绿色生态产业基地、

国际休闲养生旅游目的地和黔东地区重要立体交通枢
纽，有力促进了县域经济社会的持续跨越发展。

石阡资源富集，商机无限，是投资兴业的好地方

有与“梵净”同脉的佛顶山。佛顶山是中国五
大佛教名山——— 梵净山的姊妹山，属于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被誉为“野生动植物基因库”和“天然氧吧”，极具
生态旅游、科考探险开发价值。

有世界稀缺的地热矿泉水。石阡享有“中国泉
都”之美誉。境内地热矿泉分布广、流量大、水质优，系
国际饮用、医疗双达标矿泉水，是中国少有的优质水源
地。石阡县正加足马力利用石阡温泉可饮可浴的得天
独厚优势，做足、做活石阡的温泉文章，全面打响长寿
品牌。

有品质优良的苔茶资源。享有“中国苔茶之
乡”美誉的石阡，是中国历史上知名的“八道十一州”产
茶名区。苔茶是世界三大原生茶之一。石阡苔茶历史悠
久，唐宋时就为贡茶，现为贵州三大名茶之一，荣获“石
阡苔茶地理标志产品”称号。石阡县正积极抓基地建
设，着力引进知名品牌、优强企业、专业集团，帮助石阡
打造优质的苔茶产业品牌。

有丰富多元的旅游资源。石阡境内有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的夜郎古温泉，有世界大型野生鸳鸯栖息

地、国家级湿地公园鸳鸯湖，有被誉为“动植物基因库”
和“天然氧吧”的佛顶山，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楼上古
寨，有神态各异的溶洞群，有清幽自然的森林公园，被
授予“中国营养健康产业示范基地”。近年来，石阡县把
铜仁旅游“金三角”的主角定位和铜仁发展南大门的地
标定位有机结合起来，建设“夏可养生、冬可避寒、四季
休闲”的慢生活体验区。重点开发温泉古城游、生态游、
红色文化游、民族民间文化游及民族村寨游，着力把
石阡打造成梵净山“金三角”精品旅游环线上的璀璨明
珠。

有质优量大的石材资源。石阡大理石储量大、
品质优、品种多，具有密度大、硬度高、放射性物质超
低等特点。全县石材储量达 15 亿立方米，可开采 150
年。

石阡交通便捷，区位凸显，是对外开放的好平台

历史上石阡就是铜仁与贵阳遥相呼应的南大门。
在西南版图上，石阡是离周边各大中城市最近的世外
桃源，湘、黔、成、渝经济辐射周边，也必须经过石阡这
个“桥头堡”。如今，在石阡县已形成贵阳、遵义、凯里、
凤凰两小时经济圈，很快还将建成“三高两铁一机场”
“三省两码头”的高速、高铁、航空、水运立体大交通网
络格局，充分发挥其核心枢纽作用，切实让石阡从“边
缘”变“前沿”。石阡资源财富快速增值指日可待。

石阡文化多元，魅力无限，是穿越古今的好去处

石阡古称山国，秦嬴政二十八年(公元前 219 年)
置夜郎县；明永乐十一年(公元 1413 年)建石阡府。长
期以来，12 个少数民族和谐相处，生生不息，催生了世
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石阡说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 木偶戏、仡佬毛龙，以及仡佬敬雀节、石阡茶
灯、“悄悄年”等 9 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石阡拥有多
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石阡正积极对石阡古城进行
全面升级改造，着力把以万寿宫为核心的河东古城区
打造成为城市历史文化传承保护区。

勤劳智慧的石阡人民正在用后发赶超的实际行动
将“夜郎自大”改写为“夜郎志大”，用多元文化资源演
绎好小城“故事”。这片热土蕴藏着巨大投资机会，投资
石阡，赚在资源、利在区位、优在服务。

云海中的石阡县全景

万万寿寿宫宫

石石阡阡古古温温泉泉新新貌貌佛佛顶顶山山风风光光

石石阡阡聚聚凤凤乡乡高高坪坪茶茶场场

▲外国友人在义乌参加龙舟赛。王建明摄

首批能办理外国人签证和居留许可

证的县级市，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

市；充满异域风情的国际社区，街头巷尾

随处可见的外国元素……义乌用国际化

的管理来匹配国际化的开放格局


	1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