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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聪：

不要“高大上”

失 败 从 头 来
本报记者 郑明桥

2010 年，22 岁的余聪从武汉理工大学毕业后，筹
集 30 余万元投资创办了集桌游、影视、图书、交友、美
食、培训等多个项目于一体的武汉华盛趣玩茶楼有限
公司，希望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融入武汉，融入社会。

“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是常有的事。”经过余聪的
艰苦努力，公司渐有起色。可好景不长，公司所在的长
丰地区面临拆迁，项目没能继续下去。余聪仍然不放
弃自己的创业梦。“第一次创业虽然亏了一点本，但我
学到了很多经营方面的知识，为日后东山再起积累了
不少经验教训。”

看到当时互联网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余聪抱着
学习的态度加盟新行业等待机会。虽然是给别人打
工，余聪做事却特别认真，善于发现和学习。

他发现很多行业协会经常会举办交流会，参加人
员与自己团购的客户群体很契合。此后，他经常出入
行业协会、行业交流会，面对不同的人群集中推销自己
的产品。不到半年，他便成为了公司的销售牛人，凭借
300多万元的销售额成为了公司业绩状元。

通过半年积累，余聪学到了互联网销售的精髓，同
时又积攒了大量的客户资源。2012 年，余聪辞去工
作，与朋友合作创办了武汉易惠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瞄准电子商务销售。

“许多传统企业还不熟悉电商新模式。”余聪介绍
说，用专业服务帮助企业进行电子商务营销前景广
阔。通过自己前期的积累和市场表现，余聪拿下了淘
宝聚划算区域销售的授权，2012 年公司营业收入达到
200 多万元。现在，淘点点、微信等各路网络巨头都主
动找上门来，和余聪谈合作，他的团队已接近 50人。

“创业并不需要高大上的项目和好高骛远的心，而
是要抓住机会，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做好自己认准的
事。”余聪说，自己不怕失败，大不了从头再来。

黄兴亮：

圆梦产学研
本报记者 苏 琳

黄兴亮的创业路从西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开始。
2010 年，他申请到 3 万元的教育部“国家级大学

生创新基金”。当年 12 月，黄兴亮研发了自己的第一
个产品，并获得国家专利授权。2011 年 8 月，黄兴亮
为浙江一家电镀厂设计了电镀刀具的退镀废水回收利
用工艺，赚了 7万元。

初次尝到甜头，黄兴亮萌生了想法，“一定要将自
己的技术工业化，给人们带来价廉物美的塑料制品”。

黄兴亮说自己是幸运的，赶上了教育部首次设立
的“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他联系了 5 个
有创业梦想的伙伴，组建自己的创业团队，成为重庆市
唯一获得“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10 万元
创业实践项目资助的团队。

2012 年 11 月，黄兴亮成立了重庆莘然高分子材
料有限公司，很快拥有 5 项国家发明专利，并研发出一
系列牌号的无毒环保型 PVC 稳定剂，获得 2012 年的
重庆创业大奖。

技术很好，但实现产业化，最让黄兴亮发愁的还是
如何搞到启动资金。除了 10 万的创业资金，黄兴亮还
获得了“泛海扬帆”创业大赛 2 万元奖金，人社系统 15
万元的免息贷款，市工商局扶持微企发展的财政补贴
2.5 万元，市就业局牵头开展的“泛海扬帆重庆大学生
创业行动”补贴 5万元⋯⋯

同时，在北碚国家大学科技园，黄兴亮的团队享受
到各种社保补贴、税费减免等创业优惠政策。黄兴亮
说，“国家和学校提供的创业政策，帮助我们迈开了创
业的第一步”。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黎勇说，“目
前，重庆各高校普遍开设有创新创业教育实践课，成立
了微型企业创业指导站。我们还鼓励社会单位创建创
业孵化基地，大学生创办微企可优先入驻孵化园，并享
受减免租金、创业培训等优惠，全市已有 9 个市级创业
孵化基地。2010 年以来，重庆市大学生创办微型企业
1.41万家，累计带动 9.8万人就业”。

26 岁的武汉男孩余聪，第一次创业失败。但他抓

住互联网销售服务兴起的契机，二次创业，不到 3 年，

年销售额已突破 200 万元，成为武汉地区电子商务销

售代理商的翘楚。

曾建华，武汉华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这位 29 岁的青年依然是一
副学生模样。

在华中科技大学上学期间，曾建华
参加了该校举办的第一届“未来企业家
训练营”。在为期 1 年的“特训”中，他先
后与 PPTV 创始人姚欣、淘米网创始人
汪海兵等 50多名国内外企业家交流。

2010 年，曾建华来到武汉一家大型
美容医院担任实习主任，发现美容和化

妆品市场商机巨大。结束实习后，曾建
华注册了武汉华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科大研究生院也从该校“研究生创业
基金”中拨出 5万元予以资助。

“我在研究生时就开始研究生物还
原酶等抗衰老美容氧化技术，获得了多
项国家专利。”曾建华对自己很有信心。
然而，现实给了曾建华和他的团队“当头
一棒”——整整 3 个月，当他将自己的专
利技术向省内外 3000 多家化妆品公司

推销时，竟没一家企业愿意接受。
此时，华科大同济医学院的方建国

教授建议他先从产品代理做起。于是，
曾建华与同济医学院合作，将广受好评
却只在同济医学院内部使用的“维 E 润
肤霜”升级换代后推向市场，为公司带来
了 20多万元的月收入。

2011 年 8 月，华中科技大学产业集
团为曾建华提供了 30 万元天使基金，加
速了公司核心产品的研发。从 2012 年

开始，曾建华和他的团队先后研制出“神
芪肽抗衰老活性水”、“多肽抗衰老修
复眼霜”、“护发黑发喷雾”等产品。

今年 1 月，武汉留学生创业园向曾
建华抛来橄榄枝，在光谷生物城为他提
供了一处价格优惠的办公场所。华科大
也为他提供了一处学校附近的厂房。如
今，华肽生物已实现年利润 103 万元，并
注册了“曾博士”商标，拥有员工 20 多
名，立志打造“中国的雅诗兰黛”。

做中国的雅诗兰黛
本报记者 郑明桥

武 汉“ 光

谷创业咖啡”

路演，吸引了

大批想要谱写

创业“神话”的

年轻人。

“青桐计划”的提出，源于湖北武汉
市政府领导的一次调研。

武汉拥有 79 所高校和超百万在校
大学生，但武汉培育出的人才却常常“孔
雀东南飞”。2013 年 5 月，武汉市长唐
良智在东湖高新区调研时，得知华科大
两位著名的“80 后”创业者——PPTV
创始人姚欣、淘米网创始人汪海兵，虽然
都是在武汉开始创业，最终却都选择了
其他城市成就事业。

“近水楼台”却没能“先得月”，这件
事对市政府领导班子触动很大。怎样鼓
励大学生创业，政府又如何给他们创造
一个好的创业环境？去年 8 月，武汉市
政府出台了《关于实施“青桐计划”鼓励
大学生到科技企业孵化器创业的意见》，
针对在校大学生或者毕业 5 年以内的大
学生创业，提出了 10 条鼓励措施，涵盖
了大学生创业的场地、资金、住房保障等
方面，甚至还提出了“创业时间可以按照
相关规定计入学分”的改革设想。

“青桐汇”则是一项大学生创业计划
推介活动，自去年 12 月首次举办以来，

已成为光谷大学生创业的重要平台。
今年的第一场“青桐汇”在东湖高新

区举行，吸引了 200 多名创业者和创业
家传媒创始人牛文文、新东方创始人徐
小平、赛伯乐投资创始人朱敏等人参
加。会上，武汉落地创意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创始人杨博智的“3D 记梦馆”项目，
吸引徐小平、朱敏当场决定投资。

在另一场“青桐汇”活动现场，武汉
善格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武汉大学数
理经济专业 2011 级本科生刘元惠介绍
了自己的创业项目，并提出需要 80 万元
发展基金。“我投资！”武汉红土创投公司
总经理刘敏当即拍板。“每场活动都有项
目拿到投资。”东湖高新区科创局相关负
责人说，“今后每个月都会举办一次”。

武汉市科技局局长吴志振说，大学
生虽然有一些项目和商业模式，但对如
何创业、如何管理团队、如何开拓市场等
很多问题都还比较陌生。政府推出“青
桐汇”，就是要让这个平台成为创业者与
资本对接、与导师对话、与其他创业者共
享的平台。

俗话说，“良禽择木而栖”。武汉吸

引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来此创业就业，能

形成这种“磁场效应”归根于“三好”：

一是土壤好。武汉产业门类齐全，

公共服务发达，创造了大量择业机会；创

业资源丰厚，10 家产业技术研究院、36

家产业技术创新联盟、659 万平方米孵

化器，为创新创业提供了广阔空间。

二是环境好。武汉支持创新创业的

政策体系完善，出台了“黄金十条”、“青

桐十条”、“汉十条”等一系列政策，很多

方面在全国实现了突破；人才落户、住房

保障、就学就医、社会保险等“服务套餐”

完备，让前往武汉就业创业的人们越来

越安心舒心。

三是种子好。武汉有 120 万大学

生、200 多万各类人才，每年毕业的大学

生就有 30 多万，其中不乏敢闯敢干的创

业者。一颗颗创新创业的“金种子”在这

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形成了人才聚集

的规模效应。

都说“时势造英雄”。飞速发展的武

汉，为青年施展抱负提供了梦想剧场。

青年创业的春天来了！

青年创业的春天来了
郑明桥

作为“青桐计划”的重头戏，今年的
武汉青年创业梦想秀总决赛上，10 名创
业者分享了百万元奖金。年仅 23 岁的
冠军刘馨怡，凭借一款可以在微信上发
送方言的 APP获得 19万元扶持基金。

这是“天使”给创业者的甜蜜之吻。
武汉设立的市级天使基金、创业种子资
金总规模将达到 3 亿元。据武汉市科技
局介绍，市级天使投资基金一期 1 亿元
现已募集到位，随时可以投放。“青桐计
划”天使投资基金也已启动，首批 9 家大
学生创业企业获得 1700万元投资。

据了解，该市还设立了 2000 万元
的大学生创新创业专项资金，专项支持
孵化器内大学生创业企业的技术创新项

目。过去 3 年来，市政府每年拿出 4400
万元用于建设孵化器，也为全面推行“青
桐计划”打下了基础。

据统计，“青桐计划”实施 8 个月来，
武汉市已建成大学生创业专区 26 个，面
积近 4 万平方米。大学生创业者第一年
免费入驻，后两年房租减免。目前，新入
驻孵化器创业的大学生创业团队近 400
个，人数达 8529人。

吴志振介绍说，按“青桐计划”，政府
借用现有的科技企业孵化器，为大学生
提供成就创业梦想的苗圃和基地，不仅
能做大产业，还能带来大量就业。下一
步，将扎实推进计划实施，把武汉变成大
学生的创业福地。

“天使”亲吻创业者

“青桐”汇聚好项目

记者在湖北黄梅县大学生农民中调
查发现，大学生农民把克服困难当做成
长，而学会与农民打交道，成为他们最有
收获的成长过程。

苦竹乡油铺村是大学生农民李明攀
的第二个种植基地，他在这里流转来 500
多亩稻田。在油铺村口，记者看到李明攀
亲切地喊着“叔叔”、“伯伯”和过往行人打
招呼，还以为他在这个村里真有亲戚。李
明攀却说，他和村里人不沾亲不带故，但
和农民打交道就要按村里的辈分来。

李明攀的“转变”来自于他的经历。
在他最初的种植基地孔垄镇周碾村，稻子
收割的时候天气骤变，大雨将临。正在他
发愁的时候，村里的一位老人经过。他喊

着“大爷”和老人打了个招呼，老人便跑着
回村了。过了一会，老大爷带着村里的七
八个人到地里来，很快帮助他收割了稻
子，减少了损失。“那个时候，我就是有钱
也雇不到人的。”李明攀说，“大学生到农
村创业，就要学会和农民交往。”几年下
来，李明攀不但将种植基地发展到了 3 个
村、1500 多亩，而且学会了做农户的工
作。他说，刚到村里时总找不到话题和农
民交流。现在，他逐渐了解了农民的情感
和需求，可以同农民直接交谈了。

天津农业大学毕业的薛兆利在蔡山
镇梅太六村创办蔬菜合作社。刚开始时，
他很费了一番功夫才争取来五六户参加
合作社。1 年后，尽管收入还不多，他却

隆重地在村里庆祝合作社创办 1 周年，办
了几桌酒席，不仅请了入社的农户，还请
了村干部和左邻右舍来庆贺。这个出门
都不肯坐出租车的青年人说，破费办酒
席，就是要以乡亲们可接受的方式给他们
信心，让合作社更好发展。他们的壹程蔬
菜合作社现在已经发展了 10 多个农户，
流转的土地也增加了一倍多。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些回村创业的
大学生都尽量利用了农村原有的社会关
系。创办养猪场的朱平原是在岳父原来
的林业种植场附近建养猪场；分路镇大兴
村的张涛回乡办养猪场，是在他父亲办了
10 多年的养猪场基础上扩展的；薛兆利
是通过自己的姐夫在村里发动农户来创

办蔬菜合作社。朱平原说，原来的农村社
会关系就是大学生回村创业的平台，我们
要像对待创业平台那样来重新认识农村
和农村的社会关系。李明攀的体会是，要
和农民建立感情。他说，回村创业就得和
农民打成一片，要发自内心地尊重和热爱
他们。只有有了感情，农民才会信任你、
帮助你，很多事情就能够办成。

大学生农民不仅给农业带来了互联
网思维，带来了规模化经营的实践，他们
也在乡土社会中成长起来。黄梅县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朱凤娥说，“这些大学生在
创业中认识了农民，理解了农民，学会了
和农民打交道。他们是搞好农村工作的
基础，也是黄梅农村的宝贵财富”。

凤凰筑巢落“青桐”
——湖北省武汉市高校毕业生创业调查

本报记者 郑明桥

让学校走出更多“老板”⑥

在乡土社会里成长
——湖北省黄梅县大学生回乡创业调查（下）

本报记者 魏永刚

“周周有路演，月月青桐汇”。这句话正在湖北武汉高校大

学生中广为流传。

青桐即梧桐。青有青年之意，喻指朝气蓬勃的大学生；桐

有栖地之意，喻指大学生创业的场所——“孵化器”。“青桐计

划”是武汉作出的新尝试，旨在通过建立一种长效机制，把武汉

变成青年人创业的热土。

大学生回农村创业，最大的困难还是和农民打交道。这些走出“象牙塔”的大学生能否融入黄土地，真正与农民、农村、农业休戚与

共？除了粮食，他们还收获了什么？请看——

采 访 感 言采 访 感 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