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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长融入创业，母女两代人的创业之路（上）

【创业故事】

党建引领，合力打造广中创业生态圈
首 批 特 色 创 业 型 社 区 风 采 展 示 之 广 中 路 街 道

【特色创业型社区】

【各区动态】

出于一个母亲的望女成凤
之心，赵明珍一手创办了“童欣
书画”；出于对事业的重新定义
和追求，曹欣彤加入到母亲的行
列中，共同经营着这份家族传承
的创业事业。从半间门面到自
购两大间教学场地，童欣书画在
周浦地区少儿艺术培训领域树
立了自己的口碑。

从坚持练字到坚持创业
早些年，赵明珍总是不辞辛

苦把女儿从周浦送到长宁区去
学习书法，就是为了让自幼学习
书法的女儿坚持下去。“你为什
么不自己开个书法班呢？”朋友
的提醒点醒了赵明珍。2007年，
作为一个圈外人，她积极筹备起
了书法培训班。

一开始，赵明珍就感到了创
业的艰辛。书法班首次开班的
前一天，原本已经报名的 4 个孩
子失约了，尽管失望，她还是顶
着压力照常开班。她认为，既然
答应了家长，不论学生数量多少
都要开班，这是一种承诺。

创业初期，为了招到更多

学生，赵明珍
自 己 外 出 发
广告，连搭乘
公 交 车 时 也
不 忘 宣 传 学
习 书 法 的 好
处。渐渐地，
凭 着 她 的 热
心 和 培 训 班
的口碑，学生
数 量 从 几 名
到几十名，逐
渐 扩 展 到 数

百名。面对前来咨询的家长，
赵明珍总会事先强调书法的枯
燥和辛苦，不仅对孩子，对家长
也是如此。有意思的是，十多
年来跟着她的培训班学习书法
的孩子不在少数，好几位学生
都在今年的中、高考中获得了
出色的成绩。

和母亲的创业史一路相伴
的，是曹欣彤多年的书法学习，
她也一路凭此特长获得了不少
奖项。读高中的时候，一次语文
课上，老师提到可能几十年后，
书法课只能让日本人来给学生
上了。而这句话在她心里留下
了深刻的印记。

2013年，曹欣彤从上海对外
经贸大学物流管理专业毕业，在
经历银行的实习后，她还是决定
加入母亲的创业中。与高考填
报专业时的迷茫相比，曹欣彤的
这次决定格外坚定，她认为，将
书法这个传统文化传承下去更
有意义。

不断研习提升课程质量
创业的过程中总会遇到各

种困难，最初的几年，童欣书画
一直在亏本经营，但赵明珍却笑
着说“我的秘诀就是坚持，越困
难越往前。”曹欣彤谈起创业的
经历时说到，“你永远不知道下
一秒会发生什么。”

母女俩谈起了创业中给她
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几件事，有
感动的、有无奈的、有意想不到
的，是困难，但也是创业过程中

的美好回忆。有一回，租借培训
场地的二房东突然告知房子不
提供租借了，母女二人只好去和
大房东协商。幸好，大房东认为
书画培训对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有意义，愿意继续租借给她们。

“只要碰到问题，就想办法
解决，不要回避也不要退缩。创
业就是这样。”曹欣彤表示。为
了弥补母亲这个圈外人在书画

培训中专业度的欠缺，同时为了
进一步提升自身书法修养，曹欣
彤在 2015 年完成了上海书协与
上海戏剧学院合作的书法研究
生班课程后，还参加了北京中书
协和上海书协的培训班，并在
2018 年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书
法专业的研究生。

在参加书法培训班的过程
中，曹欣彤与她的先生相识。相
同的兴趣爱好，使这个书画创业
家庭进一步扩大。如今，曹欣彤
的先生带教硬笔书法，他也带动
有国画背景的表姐加入了队伍，
进一步提升了童欣书画的师资
队伍水平。 （未完待续）

（《中国孵化器》东杉）

近几年来，广中路街道坚持
党建引领、载体建设、品牌打造，
扎实推进创业型社区创建工作。
依托 10 个创业园区、4 个就业创
业服务工作站、22个居民区，构建
园区、产业、功能、企业、专家5个
集聚的广中创业生态圈。

一、强化组织领导，扎实推
进创建工作。建立由街道主要
领导任组长，街道各职能部门以
及各居民区为成员的创建工作
领导小组；出台《广中路街道创
业工作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广
中路街道社区就业创业服务工
作站服务规范》等相关政策文
件；建立街道创业工作专项资
金，并纳入街道预算，两年来街
道投入资金1200万元。

二、注重载体建设，提供创
新精准服务。坚持创新、绿色、
协调、发展、共享的五大发展理

念 ，打 造 交 享
越、花园坊、灯
具 城 、运 动
LOFT、绿 地 创
客等标志性载
体；在全区率先
推出延伸服务
进园区，提供劳
动保障、创业服
务 等 8 大 类 近
60项业务咨询办理；采用“线上、
线下”的互补模式，通过推广
市、区创业公众平台、微信公众
号等线上平台，以及点对点上
门、宣传橱窗、板报等线下渠道
开展宣传。

三、整合多方资源，打造创
业品牌亮点。依托上海青年创
业学院、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孵
化器等辖区内资源，创建“梦创
广中”创业服务品牌，面向青年
创业者提供“梦创工坊”“梦创训
练营”“梦创公开课”等年轻化的
一系列创业服务。两年来，“梦
创广中”举办活动 50 多场，6000
余人次参加。

四、强化氛围营造，营造浓
厚的创业氛围。在各园区、市民
驿站每月滚动宣传创业政策、创
业典型、工作进展。多次承办市、

区级重大创业活动，如虹口区
CXO 岗位创业人才训练营结营
仪式、上海青年创业夏令营、第六
届上海市虹口区创业新秀大赛决
赛等。两年来，共举办260多场活
动，16000余人次参加。

五、构建多级服务网络，形
成创业特色效应。做实社区事
务受理中心，增强创业服务功
能，加强就业创业服务工作站建
设，辐射周边社区、园区、楼宇；
推出“三办两承诺”的工作做法，
即“一口办、一网办、上门办、承
诺微信预约、承诺全年无休”，在
全区率先推出延伸服务进园区，
打通社区创业服务“最后一公
里”；依托区位优势、产业发展等
资源禀赋，通过“一线、一网、一
平台”，因地制宜构建“广中创业
生态圈”。

首届青浦、吴江和嘉善三地
人社部门创业联动沙龙举行

近日，青浦、吴江和嘉善三
地人社部门在青浦众创中心举
行了创业联动沙龙，就“青吴嘉”
三地如何建立创业联动机制、三
地创业联盟打造、未来发展等相
关主题进行探讨。

沙龙简单回顾了三地创业
联动的历史，并就2020年及2021
年的创业大咖讲座、三地创业孵
化示范基地高峰论坛、长三角创
业大赛等提出了一系列联动设
想，随后，三地人社创业指导部
门负责人和专家围绕创业联动
的政策、资源对接等内容进行了
深入的讨论。

青浦区人社局就业科科长
陆明表示，三地创业者所遇到的
问题具有共性，可以通过三地联
动，集中资源去帮助企业解决问
题；青浦就业促进中心创业指导

科科长杨欢表示，今年恰逢上海
创业指导专家志愿团20周年，青
浦有意联动三地共同参与，打造
长三角创业指导专家志愿团；吴
江区人社局公共创业服务中心
主任凌耀如表示，长三角创业与
乡村振兴主题活动可以在三地
轮流举办，通过参观考察三地周
边开发和未开发的古镇及村庄，
吸取优秀开发经验及模式，带动
发展；嘉善县人社局就业中心副
主任朱晓霞则表示，通过三地创
业联动活动整合优质资源，建立
三地创业资源数据库系统，实现
企业和专家资源的共享。

据悉，下一步，青浦区人社
部门将在当天讨论的基础上，进
一步细化方案，并在10月正式推
出三地联动的系列活动与举措。

（青浦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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