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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融合

“85后”女创客，从园区“打工人”变身“合伙人”

闵行：“融创之道”——谱写“校-园”联结新篇章

 

























闵行区于2016年开始院校
创业指导站建设，历经5年的发
展与探索，先后建成了5家院校
创业指导站，覆盖了从高等院校
到中等职业学校、从公立体系到
民办体系、从理工专精到文科综
合的全方位校园“创服”网络架
构。5年间，院校创业指导站逐
步脱离了过去闭门造车模式，通
过整合多方社会化资源，打破不
同渠道的横向壁垒，在与孵化园
区的双向合作中，总结出了一
套独特的“闵行经验”。

校外孵化体系
为协助解决创业学生的孵

化场地使用问题，闵行区人社
局搭建中间平台，在院校与园
区之间建立起大学生创业的校
外孵化机制。例如，上海交通
大学与零号湾、创想600等园区
开展双向合作等。通过校外孵
化体系，让院校的大学生创业
者在毕业离校之后，依然可以
通过定向合作渠道在这些园区
旗下的孵化载体内享受到独有
的优惠入驻权限。

合办创业活动
以组织举办各类创业活动

为契机，积极推动院校与园区
的深度合作。经过多年持续性
融合，现已在区内院校建立了
以“互联网+”校内选拔赛、创业
训练营等活动为核心的合作通
道。例如，上海交通大学每年
会与合作园区针对创业赛事
举办 3-4 场大型系列活动，园
区提供场地、经费支持及外部
投融资对接，而高校负责推荐
创业团队并邀请专家参与前
期辅导。

共享创业导师
院校创业指导站与园区往

往都会建立自己的创业导师
库，但受限于来源渠道以及面
向群体的不同，导师团队的结
构与行业领域呈现出较大差
异。因此，通过在院校和园区
之间共享导师库的方式，在具
体的指导服务过程中实现取长
补短。例如，华东师范大学通
过引入华师大科技园的创业导
师团队，参与校内各项创业大
赛事前辅导和创业资金申报培
训等个性化服务。

双向交流赋能
区内部分院校积极探索深

度协作的可行性，提出了以双
向人员交流为核心的服务模
块。例如，东海学院与“大树
下”建立的合作模式中，就提出
了双向交流赋能的实施计划：
一方面，邀请园区优秀创业者
进入学校，参与校内学生的创
业实践经验分享；另一方面，也
同样邀请院校大学生创业者走
访园区，参观学习园区优秀创
业企业的成功之道。

政务下沉校区
依托各街镇社区事务受理

服务中心，闵行区于2019年起逐
步建立起了一个涵盖全区孵化
园区的上门式“快速反应”政务
服务项目。2021年，该服务开始
扩展到院校指导站，目前区内5家
院校均已建立了绿色通道，将政
策咨询、受理辅导等工作前端设
置在院校创业指导站内，做到让

“政策勤跑路，企业少跑腿”。
（“海纳百创”微信公众号）

新苗结对

政策解读

零基础的我想创业，
可以得到哪些帮助？
本人是本地户口的小青年，想自己创业，但是又怕没经验，

资金方面也存在问题，不知是否能帮我梳理一下能从政府部门
得到哪些帮助吗？

首先针对你所说的“没经验”，建议你可以先参加本市的青
年创业见习。本市的青年创业见习是专门针对提升青年创业能
力，组织青年到政府确定的见习基地的特定岗位进行实践锻炼
的一项创业准备活动。见习期限一般为1-12个月，期间带教老
师会通过各种方式，如带领你撰写创业计划书、学习专业领域技
能等，帮助你提升创业相关的能力。对于零基础的小白来说，把
创业见习当作创业前的能力准备是一项不错的选择。

其次针对“资金问题”，目前本市已经出台了多项创业担保
贷款政策为创业者提供资金帮助。创业者如果缺少创业启动资
金，可以申请创业前创业担保贷款，担保贷款金额最高为20万
元；如果创业者或创业组织在后续创业过程中遇到了资金困难，
则可以选择个人创业担保贷款，贷款金额最高为50万元，或创
业组织创业担保贷款，贷款金额最高为300万元。

再次，为进一步鼓励创业，本市还出台了多项创业补贴政
策，涉及房租补贴、社保补贴等多方面，如首次创业一次性补贴、
初创期创业组织社会保险费补贴、初创期创业场地房租补贴等，
尽可能地为初创期的创业者减轻资金压力。

（“上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微信公众号）

各区动态

志 愿 抗“ 疫 ” 共 同 守“ 沪 ”

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爆
发以来，上海市创业指导专
家志愿团宝山分团的志愿者
们，挺身而出、奋勇担当。在
社区化身为了“大白”和“小
蓝”；为企业，编书和讲课，用
实际行动诠释着“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
精神。

“我要为社区抗疫做点什么！”

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
第一线。宝山分团的志愿者
们积极向所在街道和社区报
名，投身抗疫。专家志愿者
储一协助医生采样登记，倪
涛为社区里行动不便的老人
做抗原测试，沈玉华为居家
上网课的孩子打印试卷，陈
晓禹、汪国维、朱斌、袁帅等
协助街道、居委工作人员提
前做好室内外检测场地的布

置、现场秩序维护、信息登记，
保障了核酸检测有序进行。
已经 66 岁的李杰美每天也是
早出晚归，除了参加社区的巡
逻，他还带领着他的配送团
队，为居民提供着最后一百米
的物资配送。

“为疫情下的创业企业
做些什么？”

受疫情影响，创
业企业面临着前所
未 有 的 挑 战 和 风
险。为此，专家志愿
者们积极主动报名，
发挥“海纳百创”和

“创赢宝山”微信服
务号专家在线指导功能，为创
业者提供实时在线咨询服务。

专家志愿者许炳，是华创
俱乐部负责人，他动员华创导
师免费在线辅导创业者，通过
线上课程直播和咨询辅导的
方式来帮助创业者。专家志

愿者黄燕华作为律所的合伙
人，组建法律服务志愿团，开
展线上法律咨询，根据法律法
规、最新操作文件等，将各企
业家关心的问题在 2020年编
写的《企业复工指南》上进行
了更新，为企业顺利复工做好
指导。

抗击新冠疫情的战斗，是
一场持久战。疫情当前，责任
在肩，上海市创业指导专家志
愿团宝山分团的志愿者在创业
服务中没有停歇，在社区服务
中更显品质。花开有时，相信
这座城市一定能够恢复往昔热
闹的景象，变得生机盎然。

（宝山区就业促进中心）

“种子孕育-母婴平台”是
江浦路街道创业孵化园区内
的一项特色孵化项目，专注为
0-3 岁母婴群体提供全程在
线 保 健 指 导 服 务 。 项 目 于
2021 年 4 月 入 驻 园 区 ，得 到

“三免三网”的服务优势和“五
步育苗法”，并享受了一系列
创业帮扶与专家指导，现已顺
利度过“种子”阶段进入“初
创”阶段。

创业梦想从园区开始萌芽

张翼作为“种子孕育”的创
始人之一，创业前曾是江浦路
街道创业孵化园区内一家公司
的员工，凡是园区组织创业培
训和指导活动，她总是积极参
与和学习，在创业激情的激励
和感染下，这个85后女青年的
创业活力被激发，一颗创业“种
子”悄然萌芽。

创业思路从指导开始明晰

2021 年 4 月，张翼带着她
的“种子孕育”项目来到园区，
向创业指导专家志愿团的导师
王丽华寻求帮助，王老师首先
从疫情背景下的创业方向出
发，为其分析项目的前景与可

行性，接着又针对项目的商业
模式、团队构成等方面进行系
统分析。通过王老师的综合指
导，张翼对创业思路有了较为
清晰的认识，迅速对运营模式

作出调整，聚焦“在线”与“保健
指导”。

创业架构从服务开始搭建

为了让项目快速步入正
轨，园区通过“免费政策解读+
免费办理工商营业注册+协助
申请免息贷款”和“资源网+园
区网+专家网”的服务协助完成
架构搭建，还重点梳理了营业
执照、经营范围等实际问题，对
初创企业可享受的各种扶持政
策进行了详细解读并协助完成
办理事宜，顺利帮项目进入“种
子”期。

创业瓶颈从会诊开始突破

初期运营中，张翼遇到“用
人难”“成本高”“合作少”等问

题，在园区协助下，王丽华为项
目团队先后开展了三次专家

“诊脉”，依次从内部制度完善、
人员分工调整、企业成本控制、
合作竞争优势等方面一一进行
剖析，为项目企业的市场合作
问题提供了切实建议。同时，
园区积极联络相关社会资源和
企业资源，帮助“种子孕育”项
目尽快突破瓶颈，完善内部组
织管理和合作运营问题。

创业发展从培育开始提升

2021 年 6 月，“种子孕育”
项目参加了“创业新秀大赛”，
通过比赛继续完善商业模式、
拓宽思路。经过园区与创业指
导专家的帮扶和培育，项目现
已取得初步成效，未来将重点
聚焦于“核心竞争力”的优势提
升上，不断完善和发展。未来，
张翼将在多方助力之下，进一
步打响品牌知名度，努力让公
司从“创业新苗”成长为“参天
大树”。

（“海纳百创”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