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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浙江商会———

大大家家互互相相帮帮衬衬，，一一起起创创业业发发展展

“广大在济浙商通过商会相
识，作为有责任感的商人，我们
也应该时刻牢记为第二故乡济
宁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济宁
浙江商会会长郑朝国说，商会在
各种招商引资活动中，每次都担
纲大任，配合济宁市政府走访客
商，达成多项意向；每年的“国际
孔子文化节”上，济宁浙江商会
都会与济宁招商局联合广邀四
海朋友来参加盛会，商会还成功
举办了“济宁市——— 浙江清华学
子总裁经济合作发展促进会项
目合作洽谈会”，为一批经济合
作项目的敲定奠定了基础。

郑朝国告诉记者，商会在带
领和鼓励浙商艰苦创业的同时，
推动济宁经济更快更好发展，会
员们已经把济宁当作自己的第
二故乡。不仅解决了当地数万人
的就业问题，同时还对周边县市
区也起到了带动作用，带去了招
商引资的动力、活力。

此外，在商会的带领下，广
大浙商还积极参与各种慈善活
动，为灾区捐款捐物、温暖农村
留守儿童、关爱孤寡老人……为
全体浙商在济宁树立了良好的
形象

为第二故乡济宁

贡献自己的力量

“济宁的发展环境越来越
好，近年来选择到济宁创业投
资的浙商也逐年增加。”济宁
浙江商会常务副会长程仁宗
告诉记者，据不完全统计，目
前在济宁的浙商已经超过3万
人，发展领域更是涉及机械、
服务、金融、零售等多个产业。

浙商为什么能够成功？程
仁宗认为，浙商的勤奋和吃苦
精神是他们走向成功的关键，

“但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只有依托集体的力量才能谋
得更大的成功。”程仁宗说，在
大的发展和机遇面前，商会的
作用便凸现出来了。

2006年1月成立的济宁浙
江商会，目前固定会员已达
200多人，对很多在济宁打拼
的浙商而言，这里既是发展平
台，更是温暖的大家庭。“有了
商会，便感觉有了家，这种心

情是无以言表的。”济宁浙江
商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赖宗
保说，作为一名在济宁打拼20
多年的老浙商，他越发感觉到
集体的力量之大。“以前有一
次想承揽一个大项目，但因资
金和精力有限，只能无奈放
弃；现在，商会将大家捆绑在
一起，力量也集聚在一起，发
展的空间一下打开了。”赖宗
保笑着说，这就是一根筷子易

折，一把筷子难弯的意义。
“如果有同乡在发展中遇到

困难，找到商会，大家都会积极
地伸出援手。”张纯枢形象地比
喻，商会就像一个大家庭，会长、
副会长等骨干成员就像是家里
的兄长，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
商会成立以来，每逢过年过节，
商会的成员们都会聚在一起，沟
通感情、共谋发展，这也已经成
为多年来沿袭的传统。

寒冬时节，天空中的太阳
也显得懒洋洋的，济宁城西约
10公里的浙商工业园内，却是
一排忙碌的景象。南北一字排
开的四个大车间内，身着统一
工作装的工人们紧张忙碌着。

“工业园占地200多亩，共有四
家企业，老板都是我们浙江老
乡。”46岁的张纯枢身材不高，
说话时嗓门总是自然地提高。
刚一见面就递到手中的名片

上，印着“山东济宁浙江商会
常务副会长”的字样，写在名
片最显眼的位置。

“我来济宁25年了，经过多
年的摸爬滚打，也算是积累了一
些财富和资源，但还是感觉和老
乡在一起心里踏实，大家相互有
个照应。”张纯枢笑着说。

“工作上大家互相鼓励，
生活上我们更像是一家人，结
束一天紧张的工作，我们经常

一起吃饭、聊天。”同为浙江商
会副会长的付晓飞来济宁发
展8年，他认为和浙江老乡们
共在一个“屋檐”下创业，不仅
对工作是很大的促进，在感情
上也找到了久违的归属感。

今年9月份，济宁市得威德
电缆桥架有限公司进入浙商工
业园，同为浙商的公司老板庞秀
珍深切感受到了团结和互助的
温暖。“我的企业入住工业园区

后，张会长给予了很大帮助，不
仅提供技术上的支持，还帮我解
决了20多名工人的食宿问题。”
庞秀珍笑着说，广大浙商不远千
里来到孔孟之乡发展，靠得就是
这种抱团的精神。“抛除感情的
层面而言，成立浙商工业园也节
约了大家的开支，在这里我们把
有限的土地利用到极致，节约
了不小的经济成本。”张纯枢
说。

B 商会是发展平台，更是大家庭

A 老乡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

只有鸟儿飞不过，没有浙商走不到。
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江人。作为“中
国的犹太人”，广大浙商以商业渗透能力
和抱团精神，铸就了国内外500万浙商的

“江湖地位”。
据不完全统计，在济宁创业的浙商

已超过3万人，他们凭借着自己的坚韧和
勤奋，绝大多数都取得了成功。随着时代
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地客商意识到商
会的重要性和平台作用。浙江商会作为
济宁规模最大的商会团体之一，目前固
定会员已达200多人，在大家眼中，商会
不仅是共谋发展的平台，更是不可替代
的精神家园。

本报记者 姬生辉

济宁的浙江商会代表为农村留守儿童献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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