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16日，经过近三个月改造提升后的杭州小河

直街历史文化街区焕新回归。小河直街位于京杭大运

河、余杭塘河、小河的三河交汇处，是杭州运河文化的一

处重要历史遗存。今年3月，杭州市运河集团正式启动

大运河（杭州段）水岸互动文旅融合提升工程，本着“修

旧如旧”的原则，对小河直街进行提升改造，同时调整业

态，保留小河直街独有的烟火气息和文艺范。

董旭明 鲍圣慧 摄

文艺老街焕新归来

社址：杭州市体育场路178号 | 零售价：1.50元 订阅热线：0571-85213260 | 广告发布登记证：浙工商广发B-005号 广告部：15158052030 | 印刷：浙江广育爱多印务有限公司 | 值班总编：戎蔚玲

新闻热线:0571-85310548 13857101115 | 国内统一刊号：CN33-0019 邮发代号：31-25 | 数字报网址：http://zjfzb.zjol.com.cn | 邮箱：zjfzbxw@126.com | 第 6520期 今日12版

“浙江法制报”微信

星期五 2022年6月
农历壬寅年五月十九 17

平安浙江网：www.pazjw.gov.cn
浙江法治在线：http://zjfzol.zj.gov.cn

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吴香君 张秀文

“要不是法院引导我申请破产重整，企业肯定保不

住。”看着重新忙碌起来的车间，浙江鑫隆竹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鑫隆竹业”）总经理曾某某感慨万千。两年前，

他还在为企业停产欠薪而发愁。如今，3亿余元的巨额债

务解决了，企业也恢复往日繁忙。更让他没想到的是，最

终力挽狂澜让企业起死回生的，竟是自己曾经最怕的“破

产”程序。

鑫隆竹业位于龙游县溪口镇，2000年8月，曾某某将

其买下改制成民营企业，主要生产经营竹地板、集装箱底

板等。经过十多年发展，鑫隆竹业成为当地的龙头企业。

然而，2014年后，企业受担保链、过度融资等影响逐渐陷

入负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袭来，出口集装箱需求大

幅下滑，鑫隆竹业产品滞销严重，最终资金链断裂停产。

截至2020年8月，鑫隆竹业已停产半年，负债3亿余元，员

工工资近半年没有发放。虽然2020年下半年出口市场有

所回暖，可此时鑫隆竹业已无力继续经营。

眼看二十多年的心血就要付诸东流，曾某某心灰意

冷。关键时刻，龙游县人民法院主动上门。

“龙游县龙南地区共有竹林面积40万余亩，笋竹产业

一直是当地支柱产业，从毛竹养护砍伐、粗加工、成品生产

加工到废物综合利用等形成了完整产业链。而作为竹制

品成品加工企业，鑫隆竹业每年的毛竹消耗量至少占市场

的40%，可以说撑起了竹产业链的‘半边天’。”龙游法院审

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李浙西表示。

得知鑫隆竹业陷入困境，龙游法院当即前往企业调

研，引导企业申请破产重整。“我们做企业的都很怕破

产，一听破产就以为是拍卖资产还债，没想到还有重整

这条路。”听说破产重整有希望救活企业，曾某某喜出

望外。

2020年8月，鑫隆竹业在法院指导下进入预重整程

序。管理人摸底债权债务、盘点企业资产后发现，虽然鑫

隆竹业严重资不抵债，原先的300多名员工也只剩下100

多人，但企业生产线设备配套完善，核心团队还在。

“鑫隆竹业在行业内品牌认可度较高，在市场回暖的

情况下，若能让企业恢复生产经营，发展前景依然可观。”

管理人浙江中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保国

表示。为了保全企业的生产能力，让产品的销售渠道和市

场份额得以维系，经龙游法院同意，管理人最终遴选当地

具有竹加工生产经营经验的粗加工合作社参与承包经营，

同时积极筹集应急资金解决职工欠薪问题。

“承包经营既能产生收益，还可以留住技术人员和产

业工人，维护机器设备良性运转，为企业重整做好人力、物

力的准备。”李浙西说。2021年1月，龙游法院正式受理鑫

隆竹业破产重整一案，通过前期公开招募，引入与鑫隆竹

业产业链高度关联的浙江中集腾龙竹业有限公司作为重

整投资人参与重整。

最终，中集公司以8600万元买下鑫隆竹业100%股

权，继续保留鑫隆竹业品牌，还聘请曾某某为总经理继

续管理公司。所有债权人同时豁免鑫隆竹业债务2亿

余元。

重整之后的鑫隆竹业轻装上阵，发展势头良好。“溪口

镇共有7家竹制品加工企业，2021年总产值达3.6亿余

元。其中，仅鑫隆竹业就实现了年产值2亿余元，占比一

半以上，毛竹采购量达1亿余元。”溪口镇副镇长王越介

绍，该镇常驻人口1.5万人，大部分是留守的老人、妇女和

小孩。竹产业的发展不仅拉动当地经济，更为这些弱势群

体创造了“家门口”就业的机会。鑫隆竹业恢复生产后，新

吸收当地就业人数近300人，员工平均年龄57岁。

“今年我又改进了生产工艺，每立方米竹胶板能节省

约100元成本。”虽然从法定代表人变成了“打工人”，但看

到鑫隆竹业重回龙头地位，曾某某发自内心的高兴。

法院主动上门，帮助企业起死回生

破产重整让龙头企业重新撑起产业“半边天”

党建引领聚合力 牢筑堡垒创“无疫”

这支队伍让入杭“南大门”不难走
本报记者 胡宗昊 通讯员 于军 胡跃庭 黄华斌

尽管过去快三个月了，周华对那个紧急的夜晚仍记忆

犹新。

3月20日21时许，在家的杭州高速交警支队五大队

大队长周华接到急电，需要在五大队管辖的杭州南收费站

设立防疫检查站，对进杭车辆进行筛查。作为入杭“南大

门”，每天从此处入城的车流量平均近2万辆次，其中货车

占比20%以上，任务艰巨。

防疫检查站第二天就要验收，人员如何调配？场地物

资谁来负责？防疫职责怎样划分？挂掉电话，无数个问题

涌上周华的脑海。22时左右，他在工作群里发布了召开

紧急会议的通知，等他到达单位，群内整齐划一的“收到”

让他的心踏实了许多。

那是个从无到有的晚上，五大队用凝聚力、战斗力、执

行力筑起防疫的铜墙铁壁，展现出“全国优秀基层党组织”

的风采。

夜晚的紧急会议

接到任务通知后，五大队很快行动起来。所有人员立

刻回到单位，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抗疫细节。

经过考量，整个防疫检查区域被细分成发现区、引导

区、检查区三个功能区。发现区对车辆进行第一轮筛查，

部分重点车辆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驶入引导区，随后进入

检查区接受进一步检测，整个过程实现闭环管理。同时，

根据车流量变化，五大队实时调整检查通道的数量，最多

时所有12条车道齐开，近百名工作人员一起上阵，确保防

疫、通行两不误。

大队还商议遴选2名党小组长、2名优秀党员和8名

表现优秀的辅警成立突击队，24小时驻扎在杭州南检查

站。“我来！”五大队共有民警29人，均为党员，面对未知风

险，队员纷纷选择“逆行”。最终确定许方济、周水亮两人

为党小组长，他们均是从业十余年的老民警，业务能力出

众，责任心强。

（下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