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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市民营经济发展联合会 周年发展工作回眸

潮起正是扬帆时

40载砥砺奋进，40载勇毅前行。1月22日，义乌市民营经济发展联合会迎来成立40周年的辉煌时刻。在波

澜壮阔的40年里，义乌市民营经济发展联合会从无到有，伴随义乌市场一起成长。

回眸过去，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义乌市民营经济发展联合会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工作各个方

面，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难题；推动联合会工作与

义乌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团结带领全市个体私营经济人士砥砺奋进，助力全市个体私营经济不断突破创新、创

造佳绩，为推动义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义乌超百万市场经营主体中，超过九成是个体工商户
和私营企业，广大个体私营企业撑起义乌经济蓬勃发展的新
天地。

1980年12月1日，义乌第一代经营户拿到了义乌县工商
行政管理局颁发的首批临时许可证，自此，义乌个体工商户、私
营企业如星星之火，迅速燎原义乌大地。1985年1月22日，义乌
县个体劳动者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义乌县个体劳动者协
会成立，自此义乌个体私营企业有了贴心的“娘家人”。

何海美是义乌第一代市场经营户代表之一，也是首批
义乌县个体劳动者协会骨干成员，并代表义乌县个协出席
省个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她既
是市场40年风雨历程的亲历者、见证者，更是受益者。
她依托义乌小商品市场这个“世界超市”，让她的围
巾贸易走出中国、走向世界。“义乌市民营经济发
展联合会对我而言非常亲切，我有什么难处、
有什么需要，联合会都会及时帮助我，尤其
在人才培养、品牌建设上给了我很多建议
和帮助，让我的小生意一步步走上今天
的‘大舞台’。”如今，年过七旬的何海
美已将手中的接力棒递到儿子金罕
岗手中，金罕岗现任义乌市民营经
济发展联合会监事长，在他的经
营下，其围巾产品远销 40 多个
国家和地区，在 10 多个国家
注册了自己的商标，并在意
大利开设了分公司。

义乌市个体劳动者协会从成立之始，就紧紧围绕“自我教
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功能，始终如一、全心全意地参加并
协助工商管理部门开拓和管理市场的工作，为推动义乌小商品
市场的发展，促进义乌经济的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

改革开放以后，个体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带动

个体私营经济迅猛发展，产生了庞大的个体私营企业经营者队
伍，义乌市个体劳动者协会也随之发展壮大。1993年10月，义乌
市私营企业协会成立。2016年10月，义乌市个体劳动者协会和义
乌市私营企业协会合并为义乌市民营企业发展联合会，并于
2018年8月更名为义乌市民营经济发展联合会，目前是全市规模

最大的社会团体。
现在的义乌市场，百万名新老义乌人汇集于

斯，成为义乌商贸行业不可小觑的力量。义乌市民
营经济发展联合会的成员都是市场“弄潮儿”，发展
的“生力军”。

“加入义乌市民营经济发展联合会以后，我有
了很多学习交流的机会，惠企政策的解读、专利知
识的讲座都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也对我的经营发展
有极大帮助。”义乌林氏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小
明是新义乌人，也是义乌市民营经济发展联合会的
新成员。他深耕锁类行业，其公司销售量平均每年
增长15%，产品销往中东、南美、欧洲等地区。他在联
合会这个平台上收获满满的同时，也发挥自身担
当，积极参与“大企帮小店”等活动，为带动义乌整
体个私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义乌市民营经济发展联合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未来他们将吸收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联合会，让新生
代企业家更好地学习老一辈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
精神，更好扛起义乌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大旗。大
浪淘沙，方显英雄本色；沧海横流，才知中流砥柱。
与此同时，俞巧仙、楼仲平、周福云、宗谷音等义乌
市民营经济发展联合会优秀成员代表，都有一段敢
为人先的精彩故事。

个体私营企业有了“娘家人”

党建引领筑牢发展根基
从“鸡毛换糖”到“买卖全球”的国际化商贸格

局，义乌历经多轮市场改革，市场主体和市场成交额
在快速增长的同时，一些矛盾纠纷也逐渐显现，给监
管带来不小的难度。原义乌县个体劳动者协会党支
部书记徐志昌借鉴曾经在部队工作的经验，提出“支
部建在连上”的组织架构，由排摸出来的党员经营户
担任大组长、小组长，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每
名党员联系、管理若干名经营户，这就是“党员联摊
制”的雏形。

通过多方的不懈努力，向上争取政策，向下争取
人员，1985年12月8日，义乌县个体劳动者协会党
支部正式成立，徐志昌任书记，这是全国商品交易市
场中诞生的第一个党支部。

从第一代马路市场起步，义乌就确立了“市场建
到哪里，党组织就建到哪里”的思路。二十世纪九十
年代，义乌市场实现从量到质的飞跃，开始构建由国
际商贸城为核心的市场群。2000年8月，中国小商品
城党委正式成立。义乌市场作为全国龙头市场，不仅
要在发展上走在前列，更要在市场党建上探索出一
条新路，这也为做好市场党建提供了根本遵循。

四十年来，义乌市民营经济发展联合会根据市
场发展需要不断升格党组织建制，组织规模在不断
变化，始终不变的是“以党建促发展，以发展强党建”
的工作主线。

走进市场，宽敞明亮的空间里，党建元素处处可
见。市场入口处的触摸屏，密密麻麻显示着电子摊位
图，其中党员经营户的红色标识十分醒目。商户门前

“共产党员示范岗”的红色牌匾同样让人眼前一亮，
“有困难，找党员”是市场党员的初心承诺。

四十年来，义乌市民营经济发展联合会骨干在维
护市场秩序、助动市场转型、推动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
积极作用，探索市场党建为市场发展赋能新方法。

“市场争双强、党员当先锋”，从“党员联摊制”到
“党建统领 网格智治”工作体系，不变的是市场党员
密切联系群众、服务市场的初心使命。在党建引领
下，支部党员和联合会骨干成立群团自治组织，在国
际商贸城各交易区设立了7个调解室，由联合会骨
干两人一组轮流值班，协助政府部门做好经营纠纷
和消费纠纷调解工作。“小事不出区、大事不出场”

“商城先锋服务团”活跃在市场的各个角落。2023年至
2024年，“商城先锋服务团”共调解消费纠纷1446件，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34万余元；调解经营纠纷93
件，涉及金额204万余元，挽回经济损失180万余元。

“市场吹哨、部门报到”。为着力破解制约市场发
展的“堵点”、服务管理的“弱点”、基层党建的“难点”，
义乌市民营经济发展联合会集成市场监管、税务、司
法、市场主办方等8大驻场单位、20个关联单位成立

“义乌市场服务共同体”，形成“全、快、融、效”联动处
置闭环；每月开展“组团服务进市场”活动，累计解决
问题2000余个，服务群众6.3万人次，实现党建资源、
服务资源、行政资源“三下沉”，助推义乌市场成长为

“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市场成交额连续33
年位居全国专业市场榜首。

作为个体工商户的“娘家人”，义乌市民营经济发展联合会会同市
场监管部门，整合社会多方力量，搭建沟通交流的平台，推动大企业来
帮助个体工商户，按需在技术、资金、金融、法律、管理、平台等方面开
展帮扶。

创新精准帮扶方式，助力转型升级。成立全国首个个体经济发展
研究中心，在国际商贸城、江北下朱、李祖村等地打造精准扶持示范
点，实现每月帮扶培训个体工商户近3000家；大力推进个体工商户金
融滴灌精准帮扶行动，积极开展“政务+金融”服务增值化改革，创新
打造“名特优新贷”“商户信用贷”等金融产品，为广大经营户高质量发
展注入金融“活水”；锚定义乌市场、电商、非遗等特色行业，广泛呼吁
全市范围内的个私经济经营者参与“浙个好”品牌评选，筛选产品质量
好、服务水平优、行业影响大、带动作用强的经营户，最终有1家民宿
类、3家非遗类个体工商户入选首批浙江省个体工商户“浙个好”公共
品牌名录。

打造“大企帮小店”服务体系，推动共同富裕。联合会搭建政府部
门、金融机构、商会协会、个体工商户四方沟通平台，发挥“大企”在资
金、人才、技术、规模、管理等方面的显著优势，利用个体工商户直接面
向市场、直接服务百姓千家万户的优势，推动“大企”和“小店”在相互
促进中实现共赢。着力于技能提升，助推首批130家大企业与8395户
小店结对帮扶，促进互利共赢；充分挖掘当地特色产业，打造“前溪印
象”豆腐主题公园、廿三里研学基地，成立全省首个“大企帮小店”共富
工坊——上品食品工坊，完成青岩刘网店村、荷市吴店馒头村、缸窑制
陶村3个技能乡村建设，协同镇街力量，因地制宜建设赤岸“尚阳共富
酒坊”，指导培育“大寒尖”“醉尚阳”等多个本地优质品牌，全面提升产
品竞争力，拓展个体工商户增收途径。

搭建平台当好桥梁纽带

企业需要什么，服务就给予什么。义乌市民营经济发展联合会走
进个体私营企业，倾听群众的声音，为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出谋划策。
他们靠前服务，开展培训教育，问情服务等工作。

在市场发展初期，大批外商涌入，语言成为个体私营企业发展的
“绊脚石”。义乌市民营经济发展联合会成立小商品城培训学校，开设
商务英语培训班，每年开设5至10个班次，至今已免费培训超20000
人。2000年以后，随着电商行业兴起，不少经营户因为不懂如何使用
电脑，无法及时转型，行业竞争压力加大。义乌市民营经济发展联合
会培训学校迅速调整授课内容，增设电脑培训班，手把手教会个私经
济经营者基础的电脑操作。

去年，义乌市民营经济发展联合会优化自身服务，联合相关部门
搭建“1+15+N”培育平台，赋能队伍建设。与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合作成立义乌个体工商户发展学院，建立15个覆盖全市各镇街的学
院分院和N个综合服务培训站点，编制全国首本以数字经济为主题
的个体工商户能力提升教材，打造汇聚培训机构、行业协会、金融机
构等多方行业资源的师资队伍，多维度、多层级为义乌个体劳动者开
展技能培训。截至去年12月底，全市开展个体工商户技能富业培训
240场次，培训个体工商户2.0567万人次。

除了开展相关技能培训和日常服务，义乌市民营经济发展联合会
还会关注个体需求，以“滴灌式”精准帮扶赋能个体私营企业高质量发
展。在走访企业的过程中发现模具产业对模具检测有较大的需求，联合
会广泛收集广大市场主体的意见、建议，联系了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
学院、义乌吉利动力总成有限公司，针对模具城的个体私营企业开展三
方合作，推动技术、人才、管理等方面的帮扶。促进校企联合开放检测实
验室，为模具城个体工商户提供专业检测，助力提升模具产品质量，并
在一定期限内免除检测费用，减轻个体工商户负担。此外，针对模具行
业人才紧缺问题，三方合作建设大学生创新实践基地，通过推动教学研
究、课程改革等方式，以办产业班、企业实习等形式，为模具行业培养专
业应用型人才。截至目前，联合会已帮扶1504家个体私营企业。

同心筑梦四十载，感恩奋进新征程。义乌市民营经济发展联合会
的实际行动和成效，已经成为义乌市营商环境优化的重要力量，为义
乌个体私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义乌市民营经济发展
联合会将凝心聚力、守正创新，在“打造典范、再造辉煌”新征程中不
断开创义乌市民营经济发展联合会工作的新局面！

服务为本解决企业难题

义乌市民营经济发展联合会
历史沿革

1985年1月 义乌县个体劳动者协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义乌市个体劳动者协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将
区、镇个体劳动者协会改称分会，主任改称会长，
选举产生第二届理事会。

1988年11月

1994年12月 义乌市个体劳动者协会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

1998年12月 义乌市个体劳动者协会召开四届四次理事会，因
会长工作调动，调整理事、常务理事、会长人选。

1999年4月 义乌市个体劳动者协会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

2001年3月 义乌市个体劳动者协会召开五届三次常务理事会，
因会长工作调动，调整理事、常务理事、会长人选。

2005年12月
义乌市个体劳动者协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选
举产生第六届理事会。

2011年11月 义乌市个体劳动者协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选
举产生第七届理事会。

1993年10月
在义乌市政府招待所召开义乌市私营企业协会成
立暨义乌市私营企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民主
选举产生第一届理事会。

1997年4月
义乌市私营企业协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第二届理事会并设立常务理事会。同年，成
立私协中国小商品城和私协市场等分会。

1998年4月
义乌市私营企业协会召开二届三次理事会，因会
长工作调动，调整理事、常务理事、会长人选。

1999年4月
义乌市私营企业协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第三届理事会。

2001年3月
义乌市私营企业协会召开三届四次常务理事会，
因会长工作调动，调整理事、常务理事、会长人选。

2002年12月
义乌市私营企业协会召开三届五次理事扩大会
暨民营企业协会成立大会，更名为“义乌市民营
企业协会”并调整理事会成员。

2005年12月义乌市民营企业协会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第四届理事会。

2011年11月
义乌市民营企业协会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
拟更名为“义乌市民营企业发展联合会”的决议。
大会选举产生第五届理事会。

2016年10月
义乌市个体劳动者协会和义乌市民营企业协会
合并为义乌市民营企业发展联合会。

2018年8月 义乌市民营企业发展联合会召开五届四次理事
会，更名为“义乌市民营经济发展联合会”。

2018年9月
召开义乌市民营经济发展联合会第六次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第六届理事会、第一届监事会。

2024年11月 召开义乌市民营经济发展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第七届理事会、第二届监事会。

全媒体记者 骆红婷

第五代市场第五代市场

第二代市场第二代市场

第三代市场第三代市场

第四代市场第四代市场

第一代市场第一代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