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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融合

宝山：打好“大学牌”，提升区域科创氛围

用青春的声音讲述非遗故事



































 

文学院的吴歆瑜对非遗文
化产生巨大兴趣，她查阅了大
量资料，了解到我国非遗传承
人平均年龄为63岁，40岁以下
传承人仅占 0.6%，艺随人走的
现象屡屡发生，非遗传承有着
严重的断代危机，保护与发展
也存在不少问题，非遗面临着

“失传”困境。

“想让非遗
产品商业化、大
众化”的念头在
吴歆瑜脑海中
逐渐萌生，于是
遗船团队应运
而生。

成立初期，
“创业小白”吴
歆瑜不知该如
何将自己的构想变成现实，经
过学校创业指导办公室的牵
线，虹口区就业促进中心为小
吴对接了上海市创业指导专家
志愿团的马偲琪、季根宝、冯昊
三位老师。几位专家为团队答
疑解惑、开拓思路，明确了创业
方向。

作为“创业新苗”培育对
象，遗船团队与马偲琪专家成
功结对，详细分析后，马老师发
现非遗产品商业化的主要矛盾
在于其是否正统，市场上的非
遗产品鱼龙混杂，而“遗船”的
建立正可以使非遗市场走向规
范化生产。她建议团队针对持
有非遗继承人证书的产品进行

“微赋能计划”，并促成团队与
“马桥豆腐干”“海派剪纸”等十
余个品牌达成合作。其中，在
与“马桥豆腐干”的合作中，团
队通过现有资源，制作了“马桥
遗船”联名豆浆。自产品推出
两个月来，已有 5 家线下门店
合作销售豆浆，累计销售27500
瓶，销售额60500元。

在非遗产品规范商业化的
基础上，马偲琪老师则提出非
遗文化应真正地走进消费者的
生活，而这也是一直困扰着非
遗传承人的问题。对此，团队
搭建了“遗船+微信”在线商城，

希望为更多非遗传承人提供微
赋能服务。平台服务得到众多
商家的认可，截至2021年7月，
已有签约入驻商户57家，意向
入驻商户127家。随着网络及
自媒体平台影响力日渐扩大，
将新兴传播方式与非遗项目融
合，可以吸引大量圈外人群的
关注，起到很好的传播效果。

通过专家的悉心培育，团
队在商业模式设计、创业项目
路演等方面进步明显，《遗船
——非遗生产化保护者》获得
了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上海赛区
银奖。

“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
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
习近平主席的这句话深深触动
着吴歆瑜的内心，她想把项目
落地，注册成公司。在创业导
师冯昊的帮助下，吴歆瑜和伙
伴们正在认真研究创业扶持政
策与企业注册流程，信心满满
地准备大干一场。

展望未来，遗船团队希望
能在专家们的指导下发动更多
青年人，以青春的声音讲述非
遗故事，以青春的方式传播非
遗文化，以青春的火焰点亮非
遗传承。

（“海纳百创”微信公众号）

高校是创新创业的策源
地。打好“大学牌”“企业牌”
对宝山区强化科技创新引领
至关重要。为此，宝山区就业
促进中心与上海大学、环上大
科技园紧密合作，依托院校创
业指导站，多维度开展创新
创业工作，增强高校“双创”氛
围，提升师生创业项目成功
率，助推打造宝山科创中心
主阵地。

“双创”教育成为新进教师
“第一节课”

宝山区就业促进中心根据
上海大学新进教师“双创”教育

的需求，盘活区内创业孵化基
地资源，联动创业园区共同开
展走访交流活动。2021 年，共
有两批次约 70 名新进教师至
智慧湾科创园走访，参观园区
环境、对话创业企业、感受科创
氛围。通过园区走访，新进教
师充分了解宝山发展方向，明
确了高校科技创新服务社会的

重要性和青年教师提高专业成
果转化能力的必要性。

“双创”“兴趣班”“提高班”
成为学生“第二课堂”

宝山区就业促进中心根据
上海大学不同阶段的创业学
生特点，制定了各具特色的高
校创业指导项目。其中，与上
大招毕办合作的“大学生创业
训练营”针对的是对创业感兴
趣的低年级学生，通过创业经
历分享、园区走访以及设摊体
验等形式，激发大学生创业兴
趣。而与上大“双创”学院合作
的“未来合伙人计划”则针对的

是具有强烈创新创业意愿的学
生，以实战为导向开展的创业
教育，通过引入校外企业和专
家导师资源，给予学生直面真
实问题、挖掘创业机遇、实践创
业计划的平台。2021年有1565
人次大学生参与了“大学生创
业训练营”，60名大学生参与了

“未来合伙人计划”。

区校企“三方合力”
助推师生项目落地转化

宝山区就业促进中心每年
开展优秀创业项目评选活动，
在全区选树一批创业典型，进
行跟踪培育。在 2021 年的评

选中，宝山区就业促进中心与
环上大科技园合作，特别设置
了“环上大”分赛点，其主要参
赛对象就是上海大学师生，以
技术成果转化项目为主，该赛
点最终评出 5 个优秀创业项
目。对于获胜的创业项目，除
了可以获得5万元的优秀项目
落地补贴以外，还将获得园区
免费入驻、专家跟踪指导、投融
资对接等创业服务，帮助项目
在宝山落地生根。

当前，宝山区正在建设“科
创中心主阵地”，上海大学作为地
方高校排头兵，与宝山区在创新创
业、人才培养、产学研合作等方面
有着广泛密切的交流合作。“十
四五”期间，上海大学将力争转
化200个本校的科研成果、培育
1000 家科技型企业，助力区域
经济发展。在区校合作下，目前
宝山区正呈现出创新创业活力
持续迸发、创新创业生态不断优
化、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明显提高
的发展态势，形成了大学校区、
科技园区、城市社区相融相伴、
共生发展的良好局面。

（“海纳百创”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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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疫情形势严峻复杂，上海市创业指导专
家志愿团杨浦分团主动回应企业期盼，积极策划
开展各类线上辅导咨询活动，在这一特殊时期为
创业者纾困解难。

创业者王伟，同济大学博士，“黄金捕手”项
目创始人，拥有10余年水中重金属污染控制及资
源化纳米技术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2020年正式
创立公司，2021年“黄金捕手——水中痕量贵金
属回收专家”项目荣获第七届中国“互联网+”创
新创业大赛全国金奖、首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
大赛优胜奖等。

通过近日举行的线上对话创业者的活动，王
伟博士首先向各位专家介绍了公司成长历程和
运作模式。“黄金捕手”项目通过技术创新手段，
对工业废水中贵金属资源进行有效回收，通过充
分循环利用纳米铁，实现对水中多种贵金属的高
度富集提取，从而治理环境污染。他说道，企业
成长至今，对各项政策及资金扶持的信息需求十

分迫切。
针对王伟的困惑，在项目投资管理、战略规划研究定制及

市场拓展领域有着丰富经验的杨浦分团专家王爱兵，从行业
标准内容制定出发为企业打开思路。他建议，可以根据自身
行业特点与相关标委会取得联系，争取参与部分行业标准内
容制定，这将为之后申请相关扶持政策打好基础。

“每个杨浦分团专家都有自己的资源渠道，要把资源和创
业者需求有机匹配衔接起来，才能将服务能级提升。”杨浦分
团专家陈甬沪指出，“获取大量信息对创业者而言非常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要接触与自身特质高度匹配度的信息。”

通过此次对话，王伟表示，“疫情期间，来自专家志愿团的
线上对话宛如一场及时雨，在指明企业后续发展方向的同时，
自己也吃到了一颗定心丸。”他十分期待疫情后，能有机会和
专家进行线下深入交流。 （杨浦区就业促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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