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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周四）下午3:00-4:00，上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网
“12333在线”将请松江区就业促进中心职业指导师王莉蓉和上海
钛隆企业管理公司总经理蒙辉就“毕业后如何快乐工作”这一话
题与网民在线互动，欢迎您积极参与。

上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网“12333在线”节目预告










【各区动态】

沈 恺 ：用 梦 想“ 酿 造 ”未 来

展示浦东“家门口”创业服务成果
浦 东 新 区 第 二 届“ 家 门 口 ”创 业 项 目 大 赛 颁 奖

在创立“酒花儿 APP”之前，
沈恺任职谷歌中国在线商业合作
部总监，是业界知名的互联网营
收“优化大师”。但在为谷歌中国
工作了12年后，沈恺决定转投精
酿啤酒这一行创业，以互联网的
方式切入。这样的转变对沈恺来
说一点也不突然，毕竟他的基因
里自带酒的“属性”。他来自一个
著名的家族，家族产业“沈永和”
黄酒品牌经营了7代人，有着200
多年的历史。

另辟蹊径，从互联网切入
快消产业

受家族氛围影响，沈恺从小
就爱喝酒，在谷歌工作期间还利
用业余时间考出了 WSET 葡萄
酒与烈酒三级品酒师资质。2007
年，沈恺去美国出差时，无意中在

当地的一家小酒馆里喝到了浑浊
型 IPA(印度淡色艾尔啤酒)，这才
被精酿啤酒彻底征服。

2015年，沈恺迈出了创业的
第一步，注册成立了“酒花儿
APP”。沈恺说，“酒花儿”不单是
工具性质的点评类应用，它更大
的价值在于，通过互联网的途径，
从精酿啤酒爱好者和产业从业者
两个维度连接起了这个圈子里的
人。在这里，有社区和内容。

“酒花儿”现已收录超过 3万
多款精酿啤酒，并仍以每天超过
60款的速度在增加，点评数超过
40万条。经过一年多的培育，酒
花儿平台就聚集了这个圈子内最
专业的酒友，以及产业链上的专
业人士。换句话说就是，沈恺找
到了他的顾客群。

有了顾客群，沈恺便在“酒花
儿”上开通啤酒线上商城，专卖进
口啤酒，每个月能带来六位数的
收入。沈恺觉得，通过电商来完
善社区与平台价值实现的闭环，
既可以在啤酒销售上做更多的
实验与尝试，也是不断吸引与留
住新的对精酿感兴趣人群的一
种手段。

向下深挖，打造品牌产业链
几年前，沈恺和他的团队收

购了安徽宿州的一家小啤酒厂，
将其从一个只有200吨产能的小
厂改造成年产能 1800 吨适合精
酿生产的大厂。为了更好地做好
配方研发，聘请了美国著名酿酒
师斯潘塞·彼得斯成为公司主酿
酒师，组建了主要来自百威的研
发团队。沈恺为自己的精酿啤酒

品牌起名“梦想酿造”。
沈恺为此投入巨大，但他觉

得为了这个品牌，建自己的啤酒
厂很值得。“啤酒酿造的工艺其实
很简单，所以很多人劝我找代工
厂，”沈恺说，“但我之前在考察中
看到，很多代工厂无法保证酿品
的质量，只有从源头上控制产品
的品质，自己建厂，买最好的设
备，做好严格的品控。”

然而，产能始终是沈恺要面
对的大问题。虽然梦想酿造已经
是目前中国内地精酿啤酒圈子里
产业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品牌了，
但宿州酒厂的产能与那些工业级
别的、已经准备进军精酿啤酒界
的大厂商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
未来，沈恺还要不断地加大对酒
厂的投入。

放下身段，积极拥抱大众市场
随着千禧一代成为消费主

力，未来我国精酿啤酒发展将呈
现国产替代进口、产品快速迭代、
与互联网深度融合等特征。从这
个意义上来看，沈恺在2015年进
入这个市场时就从互联网平台这
个点切入可谓极具前瞻性。

线上通过结合用户爱分享的
特性，将“酒花儿APP”社交裂变
成为了精酿圈的“小红书+拼多
多”；线下，通过与大商的合作，在

重点区域布局酒吧旗舰店及打酒
站等场景，构建沉浸式的消费体
验。这一线上线下形成完整的闭
环，使得沈恺在进入这个行业仅
仅第四个年头，公司的营收预计
就突破7000万元人民币。

与此同时，沈恺正在试图逐
渐淡化“精酿”这个概念。过去的
经验已经证明，任何一个拥有新
概念的领域要形成真正意义上的
产业，必须要让概念大众化。“如
果精酿还像之前行业里强调的那
样走小众化、高端化的路线，那肯
定是曲高和寡的。如果连喝的人
都很少，那还谈什么扩大市场。”
沈恺说，“所以我们的品牌就叫梦
想酿造”，沈恺的梦想是创造中国
自己的国际啤酒品牌。

【创业新秀】

“我希望能通过不同主题的
亲子活动，让父母能多些时间与
孩子相处，发现孩子的兴趣，从
而降低小朋友对电子产品的依
赖度。”刚刚荣获浦东新区第二
届“家门口”创业项目大赛一等
奖的奚黎斌因为发现对自己孩
子的陪伴太少，从而萌生了“关
注青少年成长”的创业念头。12
月 30 日上午，由上海市就业促
进中心、浦东新区创建创业型城
区领导小组、浦东新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浦东新区地区工
作委员会联合主办，浦东新区就
业促进中心和浦东新区周浦镇
人民政府联合承办的“浦东新区
第二届‘家门口’创业项目大赛
颁奖典礼”在周浦镇文化活动中
心举行，同时举办“我们的创业
路：浦东新区‘家门口’创业服务
成果展示”和浦东新区“家门口”
创业企业项目展示。

此次“家门口”创业项目大
赛活动自去年 8 月 1 日开展以
来，经过推广发动、组织报名、项
目指导和分组预赛等多个环节，
来自新区 26 个街镇的 104 个创
业项目参加北片和南片两个赛
区 5个小组的预赛路演，结果经
过专家打分合议，最后有 23 名

选手进入决赛。
最后，来自周浦
镇的参赛选手毛
逸 清 的“‘ 家 门
口’全民健身”和
来自浦兴路街道
参赛选手奚黎斌
的“‘扬帆’社区
青少年成长”两
个创业项目荣获
一等奖。

颁 奖 典 礼
上，除了进行一等奖两个创业
项目的路演外，还向在年度“家
门口”创业服务过程中做出优
异成绩的“特色创业服务社区”
颁发奖牌。向南汇新城镇、书
院镇、新场镇、东明路街道、川
沙新镇、张江镇、高东镇、上钢
新村街道等街镇推荐的 8 个创
业孵化基地命名为“浦东新区
创业孵化实验基地”。

活动现场还有来自新区 30
个街镇的50多家“家门口”创业
企业参与项目展示。展示的创
业企业项目分为“创造生活”“创
爱公益”“创想国际”“创新科
技”“创美乡村”“创享教育”“创
动养老”等7个板块。

在参展创业项目中，有来自
贫困地区、在上海市医药学校就
读并参与此次创业项目大赛的
参赛选手王国珍，她联合几位同
学将老家的土特产和用当地植
物做成的工艺品拿到展会上进
行销售，然后为家乡更多同龄人
就学提供资助；有退伍后通过经
营拓展训练项目，进行自主创业
获得成功的金成；有几个残疾青
年联合开设咖啡吧，通过创业实
现人生梦想的“小伙伴团队”。
在创业企业项目展示中，还有荣

获本次大赛各类奖项的创业项
目。所有这些来自“家门口”的
创业项目，正在呈现“草根创业”
和“大众创业”新的势头和新的
亮点。

近年来，浦东新区在全市率
先探索并做深做实“家门口”创
业服务、推行创建“特色创业服
务社区”做法，2017 年，有 12 个
街镇被评定为浦东新区“特色创
业服务社区”；举办首届“家门
口”创业项目大赛，吸引84个参
赛项目，多个项目在参赛后成功
落地，并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

2019年，浦东新区先后制订
并发布《“家门口”创业服务清
单》，为村居创业者提供“点单服
务”，在全区30个街镇开展了66
场“家门口”创业服务主题活动；
多个街镇积极打造集帮扶创业、
项目孵化、政策资讯、服务活动
于一体的“家门口”创业孵化平
台；继续开展“特色创业服务社
区”创建评估工作，通过评估认
定了浦兴路街道等6个“特色创
业服务社区”。

（浦东新区就业促进中心）

【信息传递】

上 海 就 业 促 进 会 创 业 指 导
专 业 委 员 会 成 立

2019年12月27日，上海就业促进会创业指导专业委员会
成立仪式暨第一次交流活动在天山路1800号召开，来自上海张
江企业孵化器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上海聚能湾高新技术创新创
业园等本市社会创业孵化服务机构、创业培训教育机构、公共创
业指导服务机构、理论研究等机构的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共商创
业专委会建立和发展相关事宜。

会议由上海市就业促进中心主任周国良主持，上海就业促
进会会长石觉敏为创业专委会成员颁发了聘书，常务副会长应
鸿庆介绍了上海就业促进会及创业专委会设立的有关情况，市
就促中心创业指导处处长蒙媛介绍了本市促进创业有关工作。

据了解，上海就业促进会创业指导专业委员会旨在团结、联
合、组织创业服务领域专业人士，搭建社会化、专业化、公益性的
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和推动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服务平台，促进创
业服务工作的交流、借鉴。

创业指导师系列报道

梦想“导演”为创业者排忧解难（四）
松江区就业促进中心资深创业指导师 许华丽

助力创业者创响最强音

十月的松江美得绚烂，醉白
池林木茂盛，方塔园里金桂、银
桂幽香四溢，泰晤士小镇红枫染
透，但这一切许华丽都无暇欣
赏，她刚刚做完一场创业项目路
演专家评审辅导会，着急回去做
资料整理。

许华丽 2010 年进入松江区
就业促进中心创业指导科，2014
年获得国家二级创业咨询师的
证书，如今主要负责创业指导专
家办公室、创业宣传等工作，她
组织协调该区多次大中型“创
服”组织活动。只要是关于创
业，许华丽随时都能切换不同的
频道跟人开聊。

作为创业指导师，许华丽需
要面对各种创业者，她喜用“望闻
问切”四个步骤，对创业者的问题
进行会诊。最近在她的沙龙中出
现了一位二次创业者，计划进入
服装行业，最初和这创业者结对

的专家在政府相关领域工作，双
方并不很融洽，许华丽获悉后立
刻引荐了一位服装行业的企业
家与其结对，创业者颇有些犹
豫，但当企业家导师指出他做电
商有短板，并帮他梳理好商业模
式后，他果断决定听取许华丽换
的导师意见。

“接待创业者要细心、热心、
贴心、耐心。”许华丽总结，这也
是助力创业者创响最强音的不
二法门。

松江区就业促进中心创新创
业指导科

地址：松江区荣乐东路2378
号602室 咨询电话：678486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