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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项目惠及你我他
省商务厅开发区处一直承担了世界制造业大会项目

合作部的具体工作。为了促进世界制造业大会集中签约

项目更快落地、投产、见效，项目部启动最早、结束最迟，全

年跟踪、永不落幕，创新“六大机制”——项目报送机制、项

目会商机制、项目审核机制、项目监督机制、项目考核机

制、项目激励机制，从制度上保障了签约项目落地生根、早

日见效、惠及民生。

提及大会项目工作的细致程度，项目合作部的未魏深

有感悟。2018、2019 两年的世界制造业大会的集中签约

项目超过 1000 个，仅仅为了跟踪每个项目进展情况这一

项，项目合作部的每位工作人员就要负责上百个项目，一

年 365 天，不分节假日，几乎每天都在做项目工作。仅仅

项目的各类统计表格，就有几十种。有时为了跟踪或协调

一个项目，电话都要打上十几个。

合肥市投资促进局的负责人感叹，做好世界制造业大

会项目工作真的太不容易了，能像项目合作部那样把工作

做到细之又细，就更加不容易，需要投入巨大的精力。

考察到落地
罗森项目仅用了两个月

2020年3月，安徽合肥，鲜花满街，绿叶动影。

细心的市民会发现，名为“罗森”的日系便利店似乎越

来越多。

与其他小型超市和便利店不同的是，罗森 24 小时营

业，并且只做食品零售——精选的零食、迷你版红酒白酒、

寿司和便当，不但货品独特，“鲜食”产品也被网友戏称“网

红美食制造机”，更令年轻的消费者们着迷。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罗森作为重点民生保障供应

单位，为市民提供了特有的新鲜食品，而且增加了生鲜配

送，甚至提供送货上门服务。

这是安徽首家外资品牌便利店，作为 2018 年世界制

造业大会的项目之一，罗森落户合肥已进入第三个年头。

世界制造业大会是安徽致力于长期发展的一个战略

性工程，对项目要求严格。罗森作为日本第二大便利店品

牌，是如何落地安徽的？

“罗森”作为日本知名品牌便利店，发展已非常成

熟。中商罗森首批店落地南京，日均销售额破中国罗森

历史记录。这一“罗森现象”不仅引起新零售业的关注，

更是引起日本罗森的高度关注。中商罗森的大股东是

安徽人，他有着很深的“安徽情结”，正是世界制造业大

会这样的机会，“徽商回归”的项目落地安徽，助推安徽

经济向前迈进。

合肥市招商部门在发现罗森便利店项目信息后，认为

罗森便利店如果能够引进安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不仅仅能够促进内需拉动消费，更重要的是对安徽整体消

费业态结构、物流配送甚至零售行业会起到变革性作用。

合肥市招商部门到罗森考察后，当即和罗森方面负责

人拿出招商的框架性协议，希望项目落地合肥，在政策、服

务等方面给予最大便利。

“合肥市的真诚态度打动了高层，因此第二轮整体会

谈后，双方很快达成一致意见。”中商罗森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合肥市给予门店落地的各项扶持及证件办理予以

最大便利。

从项目考察到项目落地，整个项目洽谈只用了不到两

个月时间。

从5家到50家，罗森速度也是“安徽速度”
中商罗森管理团队如是说：“合肥近几年发展很快，罗

森能够作为重点项目引进来，当时确实引起轰动。”

所谓的“轰动”，是消费者层面的轰动，作为日本第二大品

牌便利店进入安徽，成为安徽省首家外资品牌便利店。当时

的罗森便利店还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一线城市，

作为附带效益，安徽合肥城市品牌竞争力也随即加分。

2018年，罗森合肥首批五家店分别落户蜀山、包河、庐

阳、政务、瑶海五个区。

按照罗森安徽的规划——第一年开二十家直营店，练

好内功，做好便利店，扩大影响力；2019年开发加盟商，让

加盟商更好地服务顾客；2020 年的计划是拓展布局合肥

市周边邻近2个城市。

中商罗森管理团队告诉记者：“目前合肥已经有50家

店，我们的计划开 2000 家店，一个便利店覆盖一个小区，

1500人，合肥有800万人口，未来拓展空间很大。”

零售服务业变革
“便利店+”助推安徽经济深层迈进

今年 1 月，商务部等 13 部门印发《关于推动品牌连锁

便利店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合肥已经走在前列。

疫情发生以来，包河区政府给予罗森许多帮扶——协

调办理物流车辆通行证，赠送口罩、测温枪、酒精、消毒液，

创新实行“一址多照”模式降低加盟店再次办理营业执照。

“我认为最关键是领导重视。”中商罗森管理团队说，

“这同时也是城市管理者战略眼光的体现，对经济可能没

有很快的成效，会对于第三产服务业、消费转型和服务业

的整体布局产生影响。”

“便利店”行业只有当人口聚集到一定程度，经济发展

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现。随着安徽经济的发展，便利店的功

能也逐渐升级，从“小卖部”夫妻店到集约式的商超，再到

深层专业化的便利店，深入社区“毛细血管”24小时不间断

服务当地居民，不仅不受电商冲击，而且可以利用互联网

平台和消费者互动。

随着便利店的升级，今后会承担更多的功能——为政

府、药店甚至其他行业的终端需求提供场地和便利，那么，

“便利店+”会带来更多改变。

“谁能抓住未来，谁才能在竞争中获胜。”中商罗森团

队说。

2018年世界制造业大会，全球制造业精英翘楚云集，各界参会嘉宾超过4000位，达成坚持开放发展、携手拥抱新工业

革命的新共识，集中签约项目436个，投资总额4471亿元；2019年世界制造业大会集中签约项目638个、投资总额7351亿

元，项目数、投资总额分别较2018年增长46%和64%。

不断升级，不停增长，借助世界制造业大会这个舞台，安徽持续打造最优投资环境。世界制造业大会已进入第三个年头，由安

徽省商务厅牵头的2020年大会项目筹备工作最早启动，项目合作部全面开启“5+2”“白+黑”工作模式。世界制造业大会给安徽带来了

什么？给产业发展带来了什么？给民众生活带来了什么？民生福祉、产业结构、经济结构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市场星报关注世

界制造业大会落地的项目个案，一个个鲜活案例的背后，是崛起的安徽、是腾飞的安徽、是向小康社会征途上迈进的安徽。

从5家到50家：世界制造业大会集中签约项目——
罗森便利店背后的“民生故事”

为深入了解世界制造业大会项目工作幕后的故事，市场星报记者走进大会项目合作部所在地——省商务厅开发区处。

当记者提及做好项目工作的意义时，省商务厅处长卢宏世的观点让记者耳目一新。他强调，世界制造业大会的重

中之重就是抓好项目，项目是衡量大会成果实效的关键标志和关系大会成功举办的集中体现。同时，项目工作与百姓

生活息息相关，更是一项民生工程。比如2018年大会集中签约的罗森便利店项目，以24小时贴心服务和独特的消费

体验，提升了广大市民的消费需求，深受消费者欢迎。罗森落地安徽并获得良好发展，正是安徽举办世界制造业大会

的成果体现。 □ 记者 赵汗青/文 黄洋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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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中商罗森便利店挑选商品

位于合肥1912街区的中商罗森便利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