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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连凤，上海自贸区市场监管局
保税区分局注册许可科副科长，主要
工作是负责企业登记注册。

王连凤来自山东潍坊一个普通的
农民家庭，通过求学，来到上海。复旦
大学研究生毕业后，2005年通过公务
员招考，进入原来的浦东工商局，被分
到当时的外高桥保税区工作，从此走
进了浦东，走进了外高桥，也就是今天
的自贸区，并在此一干就是12年。

作为本单位内“年轻的老同志”，
王连凤亲眼见证了这片区域从外高
桥保税区变为综合保税区，继而改为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过程，
深深体验并感受了这片土地的变化。

2012年，领导说，“你进单位这
么多年了，除了登记注册，其他各部
门都锻炼过了，去登记一线学习实践
一下吧”。于是，2012年底，王连凤
成为了一名注册新兵，开始了登记注
册的学习过程。

未曾想，2013年9月，新一轮变革

再次落到了外高桥保税区身上，这里
将建设中国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我这位注册新兵的‘第一次放飞’，就
遇到了下雨，不过这是太阳雨。”王连
凤笑着告诉青年报记者，当9月29日
当天，绝大多数人聚集在基隆路9号自
贸区管委会大门前，在刚刚亮相、还挂
着红绸的管委会牌子前争相拍照留影
的时候，他们作为自贸区“制度创新”
企业设立的第一站，早在几个月前就
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

自贸区成立以后，来自世界各
地、全国各省市的投资者纷至沓来，
每天综合服务大厅里都是摩肩接踵，
人员络绎不绝，很多人都是带着自己
的创业梦想，到自贸区这个全中国

“政策最开放、便利化程度最高”的地
方来实现自己的梦想。

“蜂拥而至的人群，突如其来的巨
大工作量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给工
作在登记注册窗口第一线的我们带来
了巨大的压力。”王连凤坦言，井喷的

工作量，“白加黑、五加二”，加班加点
开始成为工作新常态，并开启了创造
一系列惊人全新工作纪录的时期。

“自2013年9月26日起，我们已
经开始加班加点，至 10 月 1 日至 7
日，我们分局所有的同事都放弃了原
定的国庆休假安排，整个国庆假期都
战斗在窗口的第一线。当时整个大
厅人满为患，在根本无法一一对应作
答的情况下，开放二楼大会议室集中
时间段，每天分5场集中讲解自贸区
政策。”王连凤回忆道。

也就是在那时，她和小伙伴们创
造了单天接待企业政策咨询1760人
次的全市最高纪录，仅仅用6个半月
时间就追平了过去20年外高桥保税
区企业设立的总和（从 1993 年至
2013年9月底，外高桥保税区累计新
设企业8900户）；创造了单月完成新
设企业 2216 户的单月新设最高纪
录，这一数据相当于一个中心城区
2014年全年的新设企业数。

奋战一线亲眼见证这片土地的变化

每天早上乘坐地铁6号线上班

的路上，有时候会被人认出来：“你

不是工商窗口的那个老师吗？前面

我们公司设立时你帮我们解决过难

题的”，可是我实在记不起来了，这

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好多次。

自贸区的成立，是历史性的

一刻，就像当年开发浦东的第一

次起跑。承载着改革创新使命的

自贸区人，有幸赶上了自贸区建

设的盛事，能够亲身参与这一过

程，必将是我一生的珍贵记忆。

躬逢其盛、身临其境，用青春和汗

水，助力自贸区建设，大幕已经拉

开，精彩必将继续。

4年来，这片区域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跟我当年初到时完全

不一样了。企业增多了，区内工作

人员更多了，每个出口都是车辆

川流不息，交通便利了，企业类型

更加丰富了：原来主要是仓储贸

易类企业及围绕仓贸企业相关的

物流、商品展示等行业，现在是百

花齐放，各行各业在这里都能找

到。内外资企业比例也发生了巨

大变化，由内外资15%：85%，变为

现在的75%：25%。自贸区改变了

普通百姓的生活，进口商品直销

中心、平行进口汽车、跨境电子商

务——跨境通网站、对外文化贸

易基地等。

自贸区成立以来，在井喷的

工作量之外，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国家各部委

发文支持自贸区的新政策等改革

创新举措也不断考验着一线工作

人员的业务能力、综合素质和工

作作风。

自贸区成立后的两年多，我

们注册窗口每个小伙伴的电脑键

盘下都无一例外地放着同样一本

资料——新版的负面清单。负面

清单作为新鲜事物，“非禁即入”

的理念，日常实践中改变着窗口

工作人员的思维方式，我们有这

样两句话：“不设路障设路标，遇

到问题不说‘不能办’只说‘怎么

办’”；“自贸区外能做的，我们一定

能做，区外不能做的，也要研究怎

么做。”每天窗口都有种种新问题，

甚至“疑难杂症”，白天工作紧张没

空学习，逼着你晚上回家还要钻研

业务，就是为了遇到新问题时能准

确把握各项政策法规。可以说，改

革和创新倒逼着我们进步。

累并快乐着，是我最真实的

感受，每天亲眼目睹并亲自参与这

种变化，有一种巨大的成就感和满

足感、幸福感。自贸区的平台为像

我一样的自贸区人展示自己、实现

自己的年轻梦想提供了舞台，感谢

自贸区、感谢所在的工作岗位，作

为一名年轻人，一生能有机会参与

这种大的变革，觉得非常幸运和自

豪，我感到很满足，很幸运。

王连凤在自贸区窗口服务。 受访者供图

她的这五年用青春与汗水见证上海自贸区从无到有

“能亲身参与巨变是我一生的记忆”
2013年，上海自贸区正式挂牌成立。伴随着社会各界对这块新一轮改革试验田的高度期许，各界投资者蜂拥而

至。这些年来，王连凤与千千万万个年轻人一起，奋战在自贸区一线，见证了它的从无到有，从有到大，并为之奉献了
青春与汗水。 青年报资深记者 郭颖

这一系列新纪录的背后，是王连
凤和小伙伴们辛勤耕耘的汗水。

“从自贸区成立至12月中旬，我
从没有在晚上6点半之前离开过受
理大厅，冬季的天黑得比较早，所以
我每天都是天黑透了赶着冬夜的灯
光离开外高桥，以至于有一天下午5
点半，我离开大厅坐在刚刚开出二号
门的车子里，这是两个月来第一次下
班路上看到明亮的天光，那一刻，心
里感觉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那天，
王连凤在她的微信朋友圈里写道：

“能赶在天黑前下班，真的很幸福。”
为了按时完成“一表申报，一口

受理”机制中对外4个工作日发出3
套证照的承诺，在窗口受理、材料输入
和后台审核各环节都超负荷运作的
情况下，王连凤不得不周末放弃休息，
在12月没有暖空调的空荡荡的注册
大厅里，审核堆积如山的受理材料，一
待就是一整天，往往冻得手脚发麻。

2014年的小年夜、2015年的中
秋之夜，王连凤都是在注册大厅，加
班汇总各项统计数据，陪伴她的只有
大厅值班的保安，以至于后来她跟保
安形成了默契：她走了以后整个大厅
就可以彻底地关灯锁门了。

有一件事，让王连凤深深感受到
窗口工作人员的价值。

2013年 9月 20日，王连凤他们
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迎接自贸区挂牌
的时候，窗口来了一对小夫妻，还带
着个三四岁的孩子，打算开一个贸易
公司。当时的外高桥主要以外资企
业居多，内资也大多是法人企业投资
较多，这样拖家带口的投资者还是比
较少见的，所以在政策咨询及表格发
放的时候，王连凤好奇地跟他们聊起
来。通过交谈，了解到这两人原来是
区内物流公司工作多年的打工者。

“听说马上要成立自贸区了，有很多
新政策，我们打算自己开个贸易公

司，做点生意，可是我们对自己开公
司的流程一点也不懂，请你帮帮忙跟
我们说说吧。”小夫妻忐忑地说道。

就这样，在王连凤的指导下，他
们在自贸区成立前夕，拿到了自己公
司的营业执照。“去年，我在大厅里再
次碰到了来办理变更手续的这个年
轻老板，他很兴奋地问我：王老师，你
还记得我吗？我记起他来，问他公司
经营的怎么样，他说：我发挥以前自
己做货运代理的优势，现在主要做进
口红酒和进口水果，通过进口欧洲四
五个国家的红酒，分销国内，目前全
国25个省市都能买到我的酒了，借
自贸区的光，生意一年比一年好
……”

有一个数据，让王连凤颇感自
豪：自贸区成立前，区域企业数为
8900 多户（含 1400 多外资分支机
构）。目前，区域企业数为37000多
户（不含外资分支机构）。

为实现人们的创业梦想而加班加点

[自我心声]

自贸区是实现
年轻梦想的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