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3日，佛山市夏多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夏多俐”）迎来在大沥发展的第9个年头。多年前签下那
份编号“001”租赁合同的情景，刘亚懿依然印象深刻。

2014年4月3日，刘亚懿和团队共同创办的夏多俐正式开门营业，成为了大沥电商产业园核心区——广佛智城的
“001号”店。9年后的今天，这个曾经只有3个人的创业团队，已发展至有超30名员工、超1000平方米办公场所的成

熟企业。
夏多俐顺利在大沥“生根发芽”的背后，离不开这里所提供的营商环境、城市配套等“沃土”。企业的发展映射着城市的印记，在企业和园区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亦可

看见大沥这座“中国商贸名镇”的韧性与力量。如今，“中心大沥”正以自己的诚意和魅力，欢迎更多的优质人才和企业，在这里扎根、成长，共同“捞世界”和“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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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一季度日均新增422个“老板”
食品、餐饮行业回暖明显，南海将继续畅通准入环节，不断壮大市场主体基本盘

2023年第一季度，南海区市场主体继续保持增长势头，平

均每日新增422个“老板”。记者从南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获

悉，一季度，全区新增市场主体约3.8万户，比去年同期增长

18.13%，新增数量全市第一，占全市44.62%。

截至2023年3月底，全区市场主体总量达到58.72万户，

同比增长20.97%，再攀历史新高，充分展现南海区市场主体的

超强韧性与生机活力。

今年以来，受益于国家、省、

市、区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的政

策红利，南海区个体工商户出现

增长小高峰，第一季度新增2.71
万户，占一季度市场主体新增量

的71.48%，其中食品、餐饮行业

回暖明显。

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区新开

办食品经营门店2740户，占全市

新开办量的37.80%，日均新开

30户，主要分布在大沥、桂城、狮

山等人口密集的区域。值得关注

的是，新开办食品经营门店中，餐

饮业有2046户，占比74.67%；

食品生产方面，截至3月底全区共

有食品生产单位761户，约40%
食品生产单位产品含有预制菜。

南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

工作人员介绍，因应餐食类市场

主体的发展需求，今年以来，南海

区进一步落实许可登记制度改

革，实行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

工作，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含保健

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

幼儿配方乳粉、其他婴幼儿配方

食品）的食品经营者，依法取得市

场主体资格且在销售活动前在广

东政务服务网备案即可，不再需

要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减少了许

可审批环节。

此外，一季度，南海新增各类

企业1.08万户，占一季度市场

主体新增量的28.52%；其中，新

增制造业企业1065户，主要来

自服装、家具、纺织、金属、塑料、

制鞋、皮革等行业。

南海区市场监管部门把准

“拼经济”的总基调，打好“放管

服”组合拳，推动市场主体快速增

长。在行政审批改革中，重点推

进“南海区企业开办一网通办平

台”建设。目前该平台一期已建

成投用，可以办理的业务类型主

要包括各类市场主体的设立登记

业务，约占改革前线下窗口总业

务量20%。

数据显示，截至3月31日，

该平台已完成业务预审2.61万
笔；特种设备审批所有业务实现

全流程网办。借助该平台，南海

企业开办准入服务现已实现“24
小时”不打烊、最快5分钟核准。

南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工

作人员介绍，项目二期工程正在加

快建设中，预计到2023年9月底，

南海各类市场主体的设立登记、变

更登记、备案登记、注销登记，以及

“一照通”业务皆可在该平台办理。

文/ 珠江时报记者李春妹

通讯员李凤李永锋

但酒香也怕巷子深，仅

靠着现有的客户还不足以支

撑企业走得更远。如何才能

把符合消费者需求、品质过

硬的产品快速传递到千家万

户？于是，夏多俐在 2021
年 7 月成立“夏多俐商学

院”，通过打造一线的“营销

铁军”来面对不确定的市场

环境。

据介绍，夏多俐商学院

目前通过联合国内诸多资深

导师，针对新老代理商及销

售人员、企业骨干等建立了

相对的课程体系，帮助身处

企业不同岗位的个人快速成

长。“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

式，打造更多属于我们自己

的销售人才和代理商。”刘亚

懿表示，目前企业已有30多
人的营销团队、品酒师、职业

经理人，代理商已发展超

800 家，并以每年 10% ~
15%的速度增长，“我们的生

意已做到了全国，相信队伍

还会持续壮大。”

在夏多俐日趋壮大的同

时，受“中国商贸名镇”和园

区创新创业氛围的影响，刘

亚懿和团队也不断寻找“蓝

海”，在机器人、电商等领域

都有涉足。今年3月，南海区

“1+N”电子商务产业布局正

式亮相，大沥作为核心区的

“1”成为了当之无愧的 C
位。据统计，目前大沥电商

产业园核心区里已有400多

家电商企业，涵盖了直播电

商、跨境电商、平台型电商、

服务型电商、传统电商等类

型，逐渐形成一个良好的产

业生态圈。刘亚懿也正在计

划结合夏多俐的优势，选择

一个更合适的“触电”模式，

从而扩大品牌知名度、赋能

企业发展。

企业在大沥扎根越来越

深，刘亚懿同样也是。这些

年来，看着公司周边的环境

越来越好，公园建起来了，学

校开起来了，商圈旺起来了，

这个区域已经成为大沥城产

人文融合的“样板间”。刘亚

懿干脆在公司附近买了房，

跟家人一起安居在这个“第

二故乡”。

如今，大沥镇推出新中

心战线、新动能战线、新文化

战线“三条战线”上的156个
相关项目，希望用5年时间打

造“中心大沥”。“我们公司的

宿舍也是在附近，很多人来

应聘的时候，一看到这边的

条件就很满意了。有些年轻

人工作稳定下来后，也同样

在大沥买了房、安了家。可

以说，‘安居乐业’这四个字，

已经成为了我们公司大部分

人在大沥的真实体验。”透过

办公室里的落地玻璃，眺望

外面车水马龙的商圈和热火

朝天的建设工地，刘亚懿对

“中心大沥”的未来，充满了

信心。

这家“001号”店，为何来了大沥就舍不得走？
夏多俐扎根广佛智城9年，一流的营商环境、城市配套让企业迅速发展壮大

从湖南到大沥
“这里适合创业”

夏多俐的产品展厅内，整齐地摆

放着数百种来自智利和法国等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葡萄酒；展厅后的办公

区内，员工们正在电脑前忙碌……这

个集展示、办公、培训等功能于一体

的区域，正是夏多俐的“新家”。

这个“新家”位于大沥电商产业

园核心区——广佛智城内，面积超

1000平方米。这里是夏多俐董事

长刘亚懿在2021年与团队进行考

察后，在园区内自行购置的办公场

地。“我决定把这里买下来，就是想

把公司真正‘安’在这里。”

在刘亚懿看来，自己一手创办

的酒庄已与大沥电商产业园核心区

共同走过了9个年头。

2013年，一心想要发展进口葡

萄酒生意的刘亚懿开始四处物色办

公地点。对于一家初创公司来说，

选址非常重要。“当时在广佛周边看

了一圈，觉得还是大沥最好，这里最

好。”刘亚懿回忆道。

刘亚懿的考虑有迹可寻。

2007年，刘亚懿离开湖南邵东老

家，决定前往广东发展皮革生意。

“当时也去了东莞、中山等地，但我

还是最喜欢大沥。”凭着商人敏锐的

触觉，刘亚懿觉得，大沥不仅位于广

佛交界、区位优势良好，有着优质的

政务服务，而且还是制造业强镇，干

事创业的氛围足、民营经济活跃，

“所以我觉得这里最适合创业。”

尽管当时广佛国际商贸城中心

区才刚起步，但刘亚懿对园区发展充

满了信心。“园区交通便利，是大沥创

新创业的氛围最足的地方之一。但最

能打动我的还是这里对创业企业的照

顾与扶持。”经过前后两次考察，刘亚

懿便拍板入驻，成为了园区对外招商

后，第一家正式签约进驻的企业。

一家仅有3人的新企业，在一

个全新的园区内成立。

“招兵买马”是这家企业从零

开始的第一步。“刚开始园区内只

有我们一家，吃饭也要开车去到周

边的村里。”夏多俐国际酒庄总经

理罗筠亭回忆，起初的夏多俐显得

有些“孤单”。“尽管刚进驻时有些

不便，但所幸园区地理位置优越，

招人还是很有优势。”

队伍建起来了，可订单又从哪

里找？为了方便沟通交流，拿到更

多国外原产地酒庄的运营权，刘亚

懿每天往返大沥、广州学习英语，

“幸好这里离广州不远，交通很方

便。”学成后，刘亚懿又马不停蹄周

转40多个国家寻找订单。而罗筠

亭则抓好销售人员的培训等，积极

开拓国内市场……公司的发展慢

慢步入正轨。

随着园区的迅速发展，园区内

不少大大小小的企业多了起来，园

区附近建起了大沥永旺商圈，周边

也盖起了一个又一个小区楼盘

……这一切变化都让罗筠亭觉得，

园区开始“旺起来”了。

凭借着充满活力的工作氛围、

颇有颜值的园区环境以及越来越

便利的交通条件，如今的大沥电商

产业园核心区吸引越来越多有潜

力的企业和团队慕名而来。据统

计，目前园区内进驻企业的品类已

涵盖电商、服装、饰品、小家电等方

面，其中从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

“搬家”到该园区的企业，至今已超

过100家。

“旺起来”的园区和周边环

境，也为夏多俐带来了更多的人

气。不仅如此，园区还不时组织

交流活动，让进驻的企业有沟通

的平台，并从中挖掘合作和资源

对接的机会。罗筠亭介绍，通过

参加这些活动，目前园区内不少

企业都已成为了夏多俐的客户。

而为了回馈园区，夏多俐在“新

家”中专门设置了一个多功能空

间，可面向园区企业免费开放使

用，实现资源共享。“在创业初期，

我们曾得到过园区的扶持，现在

我们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能力帮助

其他企业。”罗筠亭说。

把好市场主体准入关的同

时，南海区市场监管部门也在积

极助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开

春以来，南海区市场监管局持续

开展暖企行动，综合运用质量、标

准、知识产权等手段对企业开展

精准服务，已帮助10家企业解决

发展问题11个。

除此之外，南海区保护创新

的氛围也日益浓厚。通过开展

“创建全国商业秘密保护创新试

点”工作，已建立1个商业秘密保

护维权服务站、1个商业秘密保

护创新试点示范园区、2家商业

秘密保护创新试点示范企业。

在一系列扶持、保护措施的激

励下，一季度南海企业已经展现出

良好发展势头。例如，瞄准预制菜

产业发展蓝海，发布全国首个预制

菜淡水鱼速冻制品全产业链团体

标准，1家企业成功晋级广东省预

制菜全产业链标准化试点。

南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把畅通市

场准入作为激发市场活力的首要

环节，把扶持发展作为重要任务，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切实变“营

商”为“赢商”，吸引更多的创新创

业主体集聚南海，不断壮大南海

市场主体的基本盘。

■夏多俐董事长刘亚懿正在查看产品。 珠江时报记者/黄晴雯摄

从孤单到热闹 实现“双向奔赴”与“共同成长”

从乐业到安居
在“中心大沥”展望更美好未来

文/珠江时报记者李翠贞黄晴雯 通讯员黎昭映

市场准入服务再升级

扶持保护双管齐下“拼经济”

每天新增餐饮“老板”30户

其中，新增制造业企业

1065 户，主要来自服装、家

具、纺织、金属、塑料、制鞋、皮

革等行业。

一季度，南海新增各类企业1.08万户

●食品、餐饮行业回暖明显。全区新开办食

品 经 营 门 店 2740 户 ，占 全 市 新 开 办 量 的

37.80%，日均新开30户。

●在新开办食品经营门店中，餐饮业有

2046户，占比74.67%；

●食品生产方面，截至3月底全区共有食品

生产单位761户，约40%食品生产单位产品含有

预制菜。

一季度，南海新增个体工商户2.71万户

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