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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蒋璇 文/摄

  位于市中心的社公巷，是桂林城最繁华、最具时
尚感，也最有烟火气的街区之一。服装店、精品店、
美甲店和小吃店……丰富的业态使得整条街巷经常人
潮如织，热闹非凡。
  “这个造型不错，很好，来，换下一个。”在店
员的引导下，穿着不同时尚套装拍摄照片和短视频，
是老板娘仪千靖每天到店的工作之一。当有客人进店
时，她便会停下拍摄，热情上前询问对方需求，并给
出相应的穿搭建议。
  街巷里的小店更新换代很快，但仪千靖经营的
“一朵家”女装店，在这已经开了 13 年，算得上是
巷里的“元老店铺”。
  出生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仪千靖，是一名地道
的东北姑娘。 2009 年夏天，她慕名来到桂林旅游，
随即爱上了这座城市的山水和风土人情。得知外地大
学生到桂林创业可以享受相应的免税政策， 2009 年
秋天，她在家人的支持下，单枪匹马踏上了“桂漂”
创业路。
  开女装店是仪千靖的首选。女孩子独自在外地开
店，要面临的风险和承受的艰辛可想而知。可仪千靖
却相当“有底气”，一方面由于从小受到做服装生意
的母亲影响，她爱看时尚杂志，喜欢穿搭漂亮衣服，

很有审美眼光；另一方面得益于她读大学时就开过
服装店，积累了一些进货经验和销售技巧。
  在朋友的建议下，她投入 5 万元资金，将第
一家门店开在了六合路花园村一所高校附近，主要
做学生的生意。
  “家里人都喜欢叫我的小名‘仪朵儿’，所以
我把店名定为‘一朵家’，是想把店当成‘家’一
样经营，更希望顾客一进店就能有一种‘回家’的
感觉。”仪千靖告诉记者， 2009 年底小店正式开
张。如她期待那般，因为亲民的定价和时尚的款
式，小店生意不错。
  半年后，仪千靖对服装流行趋势和顾客心理的
把握都有了一定的提高，也拥有了一批稳定的本地
客源。 2010 年，她在社公巷租下一间 30 平方米
的门面，将小店搬来后就再也没挪窝。
  在仪千靖看来，顾客买衣服就是要买特别的，
服装店应该靠特色吸引人。为此，她每月至少两次
坐火车去广州、深圳进货，在批发市场里一家一家
地看款式、挑服装，尽可能使挑出来的衣服款式和
别家不同。
  仪千靖说，外出进货时的那些心酸画面，现在
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以前物流没那么方便，选
好衣服后，我一个 80 多斤的人要连夜扛着两大麻
袋 100 多斤重的货物上下火车。”
  同时，她利用 QQ 群、微信群、微博、本地

论坛等网络途径发展客户群，不定期地推出促销活
动。加上她对待客人诚恳，从不虚情假意，很快又
收获了一批“忠粉”。
  为了提升店面竞争力，仪千靖还在店内增设了
休息区，虽然只有很小的一块空间，却能为顾客提
供更周到的服务。顾客可以在这里看杂志，使用 Wi
-Fi 上网浏览店里服装的最新款式搭配。
  “过去很多顾客都喜欢来店里买，但最近几
年，通过线上下单购买、线下让我们送货的市民越
来越多。”仪千靖认为，虽然现在网购盛行，但实
体服装店仍有自己的优势，许多消费者有固定的消
费习惯，更信赖实体店，而且实体店的服务性和体
验性很难被网购取代。
  从 16 年前涉足服装行业至今，仪千靖经历了服
装行业的高潮、低谷和 2020 年开始的疫情。最让她
暖心的是，过去三年里，不少同行关门歇业，但在
房东减免房租、客人线上下单的支持下，她成功度
过了那段艰难时期。
  店铺从每天上午 10 点开到晚上 10 点，节假日
照常营业，做服装生意可以说是“全年无休”，但
仪千靖乐在其中。平常生活中，她最大的爱好就是
通过网络平台了解下一季的流行趋势。如今，经过
多年奋斗，她也将父母从东北接到了桂林定居，一
家人在此团聚。“付出的汗水跟回报成正比，对我
就是最大的鼓舞。”对于未来，仪千靖充满信心。

□本报记者王文胜 文/摄

  湖南人毛仁军与桂林结缘，缘于其哥哥早年
在湘潭市的“桂林人”餐厅当厨师，少年毛仁军
常到餐厅找当厨师长的哥哥玩，顺便蹭些美食
吃。当时，他非常羡慕哥哥，更向往桂林。
1999 年，父母拗不过他，同意年仅 16 岁的毛仁
军孤身来到桂林闯荡。
  通过哥哥在厨师行业的人脉，毛仁军在桂林
一家饭店厨房当上了学徒。学徒无工资拿，只管
饭，还得经常帮师傅跑腿打杂。因为有着自己的
梦想和目标，小毛干活时认真盯着师傅的动作和
操作过程，并暗记于心。“有的师傅脾气大，多
问几句就会挨骂。”他说。苦累加孤独，尚未成
年的他夜晚躺在架子床上常常想家，但他不愿回
头，要像哥哥一样当厨师、厨师长，最终经营自
己的餐馆。
  2004 年，毛仁军终于熬出头，正式当上厨
师。为学得更多的厨艺，并被饭店老板认可，毛

仁军上班比学徒还早到，下班常常最晚离开。
他的付出四年后有了回报， 2008 年他当上阳
朔县一家酒店的厨师长。
  餐饮业竞争激烈，厨师被炒或跳槽是常有
的事。从学徒到厨师长干了 12 年，毛仁军换
了 20 余家大小饭店，他更坚定了自己经营饭
馆的念头。 2011 年，他选择在叠彩区北辰路
开了一家毛记餐馆，主要经营石锅鱼，使用湖
南老家祖传的香辣调料为底料，生意不错。很
快，毛记附近陆续出现多家经营石锅鱼的餐
馆，但坚持下来的很少。
  毛记餐馆约 60 平方米，仅能摆七八张桌
子。“前些年生意红火时，餐馆里面坐不下，
就把餐桌摆到店门前，聘请了五六名服务员干
活。”毛仁军说，他做的石锅鱼口味好，除了
鱼的食材选择，关键还是底料特别，常有其他
店的老板来购买底料。 2020 年他干脆开了一
家酱料厂，专门制作香辣调料，除供应自己的
店及其他客户需要，还逐渐远销到上海、广
东、湖南等地。

  毛仁军娶了一个桂林妹，并在桂林买了房，
还生了三个娃。正当事业兴旺时，疫情袭来，餐
饮业遭到重创。毛仁军也有半年交不起餐馆房
租，幸好得到房东的理解和支持，毛记餐馆才没
有倒闭。餐馆长期亏损、孩子需要抚养，毛仁军
常常愁得整夜难以入眠，头发都愁白了。
  去年 12 月，疫情管控政策调整，毛仁军
喜出望外，每天早早开门迎客。往年每年三、
四月，一帮湖南老兵去凭祥祭祀牺牲的战友，
往返经过桂林总要到毛记餐馆摆上几桌。疫情
三年中他们没露面。今年 3 月底的一天，老
兵们又来了，见到老乡小毛亲切又惊喜：毛记
挺过来了！
  仅仅经过今年以来三个多月的营业，毛仁
军就将拖欠半年的房租付了。他告诉记者，挺
过来不容易，今年他不仅要守好餐馆经营的基
本盘，还要将香辣调料企业做大做强。同时，
他与人合作生产的桂林米粉卤水也逐步有了市
场。他对在桂林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事业充满了
信心。

一位湖南小伙在桂林的打拼

“桂漂”十三年 经营“美”事业

□本报记者张婷婷 文/摄

  4 月的桂林，姹紫嫣红，生机盎然。连日来，公
园里、广场上、漓江边，人们纷纷换上春装走出家
门，寻春景、游春色、享春光，感受山水甲天下的诗
意风光。
  在七星公园杜鹃苑，素有“花中西施”之称的杜
鹃花竞相开放，红色热闹、粉色浪漫、白色素雅、紫
色神秘，与起伏的土坡、曲折的道路、古朴的亭子相
映成趣，市民游客在花丛中漫步赏花、流连忘返。在华
夏之光广场草坪上，到处是扶老携幼、呼朋引伴游玩的
幸福笑脸，踢球、奔跑、吹泡泡、玩彩带……大家一边拥
抱春天放松身心，一边享受快乐温馨的亲子时光。
  作为桂林的赏樱胜地，南溪山公园的赏樱季可持
续 100 多天，一直是游客赏花踏春的好去处。走进
樱花园，关山樱、一叶樱、白妙樱等晚樱品种正值盛
花期，一朵朵樱花缀满枝头，重重叠叠交织在一起，
如云似霞，令人惊艳。花下林间，人潮涌动，蜂飞蝶
舞，游客们时而驻足欣赏，时而拍照留念。
  无论是土生土长的桂林人，还是慕名而来的外地
人，踏青春游少不了要去漓江边走一走。在解放桥下
漓江边，清澈的江水、油绿的草地、紫色的野花、悠闲
的游人，构成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在旖
旎春光里，人们戏水、放风筝、拍照打卡、健身锻炼，有
的还铺上一张野餐垫，躺在垫子上晒太阳、看书、聊天，
尽情感受春日的气息和惬意的自然风光。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蒋辉 唐柳丽）近日，象
山区法院在审理一起涉案标的达 1 . 2 亿元的涉企借款合同
纠纷案件中，通过“活封”企业资产、柔性调解的方式，
为涉案的 5 家被告企业解除被查封难题，并利用产业发展
利好政策，让企业恢复“造血”功能，推动执行和解，既
保障了原告收回债权的合法权益，又扶持企业渡过难关。
  案件追溯到 2017 年。涉案 5 家公司分别向桂林某银行
贷款用于周转经营，总额达 1 . 2 亿元，均以名下不动产作
为抵押担保。然而，借期届满， 5 家公司并未按时归还借
款，桂林某银行经过三次债权转让，最终将全部债权打包转
让给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自 2020 年起，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5 家公司的
生产经营每况愈下，资金无法回笼，处于严重亏损状态，
无法偿还借款本息。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从银行受让债
权后，向象山区法院提起诉讼。 2022 年，这一合同纠纷
案经法院审理，判决涉案 5 家公司清偿债务 1 . 2 亿元及利
息。几个月后，因涉案的 5 家公司没有履行生效判决确定
的清偿义务，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又向象山区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法院依法对涉案 5 家公司的固定资产进行了
查封。
  得知公司被查封后，各公司负责人紧急联系执行法官，
说明实际困难和现状。原来，经过几年疫情的冲击，几家公
司库存积压，资金周转困难，但经过努力，目前已计划引进
资本盘活资产，希望法院能够暂时解除对公司的查封措施，
给予履行宽限期。
  考虑到该系列执行案件涉及多个公司、多个自然人、几
百名员工，业务范围广泛，执行法官经过多次实地走访并核
实了各公司情况。法官考虑到，如果将公司查封过久，从社
会影响来讲，几百名员工面临下岗，背后的几百个家庭有可
能失去收入，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从经济角度讲，企
业倒闭损害的不仅仅是被告企业自身的利益，也包括作为债
务人的多个企业的利益。
  为此，法官决定因案施策，采取“活封”措施，即允许
企业正常经营，全力保障复工复产。同时，法院在推动和解
过程中，利用产业利好政策，鼓励企业筹资还债。另一方
面，执行法官耐心与申请执行方进行沟通，希望对方能理解
各被执行企业所面临的困境。最终，各方达成执行和解协
议，被执行人将 8 处不动产进行处置，以物抵债偿还申请
执行企业 8100 万元。申请执行企业同意减免被执行企业的
利息，对剩余款项的给付给予三年宽限期进行分期履行。至
此，在司法保障下，各方企业获得了“双赢”，这起涉案标
的 1 .2 亿元的涉企案件得以顺利解决。

法院因案施策“活封”资产

上亿元涉企案执行和解

醉美人间四月天 踏青赏花正当时

  ▲毛仁军在桂林实现了当厨师开餐馆的梦想。

▲仪千靖在整理刚刚到店的新货。

  在
南溪山公
园，一家
人其乐融
融地在花
丛 中 玩
耍。

  在解
放桥下漓江
边，市民在
健身运动中
感受春天律
动。

  ▲在七
星公园，游
客身穿汉服
在杜鹃花树
下起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