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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融合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专属礼包，请查收！

徐 汇 ：新 起 点 与 新 航 标


































徐汇区在推进院校指导站
的“三区融合”工作中，积极鼓
励协调各院校与社区、园区之
间的联动。

2021 年 5 月，田林街道举
办的“乐活田林，犇向未来”大
学生文创模拟创业大赛中，积
极开展了一系列田林“创星荟”
训练营课程，有效提升了大学
生的创业能力。除大赛奖励之
外，田林街道还为参赛大学生
队伍提供包括创业项目孵化、
免费入驻创业孵化示范基地、
积极提供街道配套创业优惠
政策等各方面的指导。同时，
为了实现大学生创业项目无
缝接力孵化，徐汇区还联合区
域内上师大、应技大、商学院
等多所院校和上海智能制造科
技创业中心等多家创业园区以
及田林街道，共建了“三区共
融·创造田林”的三区联盟，希
望通过三区联盟点的成立，为
青年大学生构造创新创业生态
圈。

接下来，以华东理工大学
和上海师范大学为例，介绍一
下徐汇区“三区融合”工作。

华东理工大学创业指导站和科技园
“铸梦空间”强强联手

华东理工大学科技园首个
众 创 空 间 项 目——“ 铸 梦 空

间”，主要服务华理
师生，在此可以得
到咨询、培训、人力
资源、技术交流等
孵化服务，院校优
质资源将通过这些
渠道源源不断地向
外辐射。

院校创业指导
站和“铸梦空间”强强联手，共
同为创业者提供丰富资源，真
正做到创业带动就业。华理毕
业生杨小明创立姆爱健康管理
（上海）有限公司，主要业务包
括母婴护理人员管理、培训，智
慧家政管理平台开发运营等。
公司入驻“铸梦空间”后，办公
场地从创业初期的 30 平方米
扩展到1000平方米，这让杨小
明有充足空间实施研发、培训
等业务。公司成立以来通过技
能培训和创业帮扶，已带动就
业1000多人。

上师大聚焦特色品牌“三区融合”
协同培养创业英才

上海师范大学创业指导站

以校区为中心，积极联动园区
和社区，传播创业文化、支持创
业实践，聚焦“创新教育”和“文
化创意”两大特色，依托漕河泾
等园区和康健社区，通过“项
目+团队”的方式，将创业教育、
创业实践、创业孵化有机整合，
实现“三区融合”联动发展，协
同培养创业英才。

上海师范大学创业指导
站在徐汇区人社部门的大力
支持下，引入创业指导专家志
愿团的专家资源，同时联系园
区、社区的导师资源，面向全
校学生进行创业知识的认知
和培养，打造特色的“我学我
创”“创业大咖面对面”等系列
品牌。

而为了更好落实“三区融
合”工作的开展，上海师范大学
创业指导站还在学校孵化园内
与康健街道共建党团之家，将
街道社区优质资源引入孵化园
区；同时分别与徐汇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漕河泾
新兴技术开发区科技创业中
心、上海青年创业学院等多家
单位签署合作协议，为创业企
业提供基金资助、创业指导、培
训咨询、开业服务等全方位立
体化支持。

目前创业指导站累计受理
创业申请项目 180 余项，资助
企业 76 家，资助总金额 1704.5
万元，项目注册总资本达 1.87
亿元，企业共吸纳就业人数547
人，其中大学生355人。

未来，徐汇区将以点涉面，
在区域范围内积极推进院校创
业指导站“三区融合”工作的开
展，将创业资源拧成一股绳，协
同合作，使院校创业指导站能
形成聚资源、享资源、创资源的
创业新领地。

（“海纳百创”微信公众号）

“勇立潮头，科创未来”做响当当的民族品牌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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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毕业生是国家宝贵的
人才资源，就业关系到他们的
价值实现，寄托着万千家庭的
幸福，关系国家高质量发展。
人社部门坚持把促进高校毕业
生就业作为就业工作的重中之
重，针对毕业生不同时段的求
职需求，与有关部门一起发力，

支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近
日，人社部发布以下四大重点
举措：

一、加力渠道拓展

进一步完善毕业生就业创
业的支持政策，推进政策落实打
包快办，加快政策兑现，引导毕
业生到中小微企业、城乡基层就
业，稳定扩大国有企业招聘，稳定
事业单位、基层项目招聘招募，支
持毕业生自主创业、灵活就业。

同时，针对疫情影响，指导
各地调整优化公共部门考试招
录的时间安排，为毕业生求职
留出时间窗口。

二、加力岗位推送

继续推进公共就业服务进
校园活动，将岗位信息、指导培
训、创业扶持等服务送到毕业

生身边。
同时，接续开展城市联合

招聘、民营企业招聘等活动，提
早启动百日千万网络招聘，应
对疫情影响线上线下大规模推
送岗位，扩大社会参与面，推出
更多有特色的行业专场招聘。

三、加力见习培训

深入推进百万见习岗位募
集计划，针对毕业生工作经验
积累的需要，募集一批高质量
的见习岗位，推出一批国家级
见习示范单位，提升毕业生实
践能力。

同时，针对毕业生职业发
展的需要，积极组织参加技能
培训，着力提升培训质量，拓展

新职业培训，支持毕业生实现
技能就业。

四、加力困难帮扶

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
早做好信息衔接，做实帮扶台
账，畅通各类登记求助渠道，及
时跟进提供实名制服务。

对脱贫家庭、低保家庭、零
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
开展“一对一”就业援助，优先
提供服务，优先推荐岗位。

对长期失业青年，及时纳
入就业失业管理服务，加强实
践引导和分类帮扶，帮助他们
更好地融入就业市场。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官
方微信）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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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苗结对

近日，由上海市浦东新区就业促进中
心、上海创智空间创业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和上海农商银行张江科技支行联合主办的
抗疫政策解读会圆满举办。活动特邀浦东
新区就业促进中心相关部门领导以及上海
农商银行代表，为创业企业带来了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相关政策解读和金融服务解决方
案，共吸引超过两万人次在线参与活动。

直播首先由上海浦东新区就业促进中
心职业培训科副科长周霞就企业新型学徒
制补贴、地方教育附加费企业培训补贴、疫
情期间企业职工线上培训补贴等最新申报
政策进行解读。由于疫情期间线上培训补
贴申报几乎零门槛，也当之无愧成为本次解
读会的“C位”。

紧接着，上海浦东新区就业促进中心、
国家高级创业指导师傅圣贶对初创期组织
房租补贴、初创期组织社保补贴、以及担保
贷款的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分享。居家办公
时期，小微企业代表们十分关心办公场地房
租补贴如何申领，在傅老师的详细解说之
下，企业代表们也在直播中解锁了初创期组
织两项补贴的打开方式。

对于企业关心的金融方案，有着近十年
银行从业的上海农商银行科融中心代表孙
靖依，与创业者们一起探讨了科技型企业全
生命周期的服务方案，同时也接受了不少企
业代表的咨询。 （浦东新区就业促进中心）

“原以为创始人就是公司最
后的那堵墙，背后已无所依靠，
但这几年，来自政府各方面的支
撑，让我们更加坚定了信心。”道
出这句心声的，正是上海飒智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张建
政。飒智是一家从事智能移动
共融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相结合
的标准化智能装备、产品和一体
化解决方案研发与应用的科技
企业，成立于2017年11月。

疫情突袭，给公司带来新机遇

2020年的岁末年初，疫情突
袭。除夕夜，张建政接到一位杭
州朋友的电话：“你们能提供一批
测体温或送餐送药的机器人吗？”

原来，一架航班降落杭州
萧山机场，机上 335 名乘客有

半数来自武汉，还有发
烧迹象，需要就地隔离，
工作人员压力山大。知
道张建政是搞机器人研
发的，就向他求助。“遗
憾的是，当时我们这类
型的机器人只有两个半
成品，没法派上用场。”
但同时，张建政意识到
这是一个机遇。他当即召集团
队成员，开始对原产品改造升
级。很快，测温、送药、消杀三
款集成多功能医疗机器人完成
研发投产，送到抗疫一线，并不
断更新升级，在上海多个隔离
点、医院测试应用。

初心不移，打造自己的民族品牌

10 年前，张建政从上海交

通大学机器人及应用专业博士
生毕业，进入日本知名工业机
器人公司工作，屡立战功，攻克
了数项当时困扰业界的难题。

张建政感叹那几年对他影
响巨大，直接促使他产生创业
想法。想法萌芽于张建政赴公
司总部进修期间，在产品供给
和技术服务方面，公司对中日
员工的教学演示差别显著，尤
其是高精尖技术，这让他十分
不甘。“学了那么多年的机器人
专业，面对差距，当时就萌生了
要自己做机器人的念头，希望
做个响当当的民族品牌出来。”

专家指点，企业融资更便捷

2019 年，张建政在闵行区
就业促进中心主办的创业活动
中认识了上海市创业指导专家
志愿团闵行分团的孙崇理，孙
老师对飒智很感兴趣，就公司
的盈利模式和市场渠道等方面
进行提问。活动结束后，孙老
师还建议飒智规划好股权融资
步骤，设计好每次融资的股权
分配比例等。

2020 年 3 月，经江川社区
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推荐，张建
政成了创业指导专家志愿团闵
行分团的“创业新苗”，在志愿团
张志刚、王利仲等专家的指导
下，于2020年底获得了首轮天
使融资，并在专家的推荐下申请
了政府和创业基金会的创业贷
款，帮助企业解决了融资难题。

展望未来，张建政认为既
能精准移动、又能智能运动作
业的机器人，才是新一代共融
机器人的发展方向。“我们会坚
持‘科技向善’的理念，将飒智
打造成一家世界知名、受人尊
敬的移动智能机器人公司”。

（“海纳百创”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