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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泳：

我给“苹果”

加层皮
本报记者 王 伟

“我创业能够成功，少不了团队的坚
持，更离不开政府和社会为我们创造的环
境。”说这话时，冯军帅十分诚恳。

2012 年，作为四川大学制造科学与工
程学院的一名研究生，冯军帅与几位同学
成立了成都实唯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从
事物联网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推广。但资金
缺乏等诸多困难差一点击垮了他们。

“我们把家里给的生活费都投了进去，
但仍然连付房租都困难。”冯军帅说。四川
大学在了解到他们的情况后，利用省区市
和学校对学生创业的扶助政策，为他争取
到了专利补贴，为期 3 年、每年 10 万元的
房租补贴，税收返还等多项支持。如今，冯

军帅的公司已顺利度过初创期，并成功申
请多项专利，今年可实现产值数百万元。

冯军帅和他的创业伙伴们是幸运的，
成千上万的创新创业学生队伍也是幸运
的，因为他们赶上了一个创新创业的好时
代。在四川，一个“起步有跳板，腾飞有跑
道”的良好创新创业环境正在形成。

四川是人口资源大省，同样是科教资
源大省，省内有 107 所高校，每年有超过
36 万名高校毕业生。“善用人口比较优势，
善用人才竞争优势，是四川提升区域竞争
力的重要战略和法宝。”四川省委常委、组
织部长范锐平介绍说，在充分享有“人口红
利”的同时，四川正采取一系列措施，切实

把高校、科研院所科教优势转化为人才竞
争优势、科技创新优势和经济发展优势，培
养一支规模宏大、勇于创新创业的青年人
才队伍，让“人才红利”成为推动四川经济
新一轮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

四川对促进大学生创新创业高度重
视，提出“4 个所有”，即所有在校大学生都
要接受创新创业教育培训，所有高校都要
建立大学生创新创业俱乐部，所有重点园
区都要建立大学生创新创业园，所有大学
生创新创业项目都要得到专业辅导服务和
政策扶持，并基本构建起了集教育培训、平
台支撑、竞争激励、扶持服务于一体的促进
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体系。

人才红利变身创新动力

在一些高等院校，创新创业必须从起
点抓起的意识正在形成。电子科技大学走
出过网易创始人丁磊等一批信息产业领军
人物，学校依托电子信息领域学科优势，构
建起了创新创业普及教育、创新创业实践
教育、创业培育孵化教育 3 个层级的创新
创业能力教育体系；四川大学从 2012 年起
实施“创新教育学分制”，通过建设“创新探
索型”课程、“实践应用型”课程和跨学科课
程，举办“大学生创新创业论坛”，激发大学
生创新创业热情，近 3 年来，已有 1.9 万人
次学生参加各类创新创业竞赛。

从学校到社会，从企业到园区，一大批
平台为学生们的成长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电子科技大学在学校 20 多个学院分别建
立了学院创新创业俱乐部，并聘请了创新
创业导师；他们还联合 30 多家企业成立了
创业孵化联盟，为学生提供“有专门场地、
有经费保障、有创业导师、有专职人员”的
创新创业服务；成都高新区打造了 7 家大
学生创业苗圃，面积超过 2 万平方米，其中
天府软件园创业场面积 6300平方米，入驻
企业 140 多家，是四川省最大的大学生创
业园，创业团队拎包即可入驻办公。

四川省不断完善大学生创业扶持政
策,提高创业成功率。在资金扶持方面，省
政府办公厅日前发文要求，每年按不少于
省高校毕业生就业资金总额的 20%设立

大学生创新创业专项资金，成都市近年来
已投入 5 亿多元用于支持大学生创业。今
年，成都将启动“创业新星计划”，每年选拔
100 名大学生创业典型予以重点培养。在
金融支持方面，省里积极协调金融机构为
大学生提供量身定制的特色金融产品和服
务，将小额担保贷款和贴息对象从毕业年
度高校毕业生扩展到在校创业大学生。四
川省还探索建立了“政府创业投资引导资
金——社会公益基金——风险投资基金
——股权投资基金”的接力资金扶持机制，
对大学生创业给予全程融资支持。此外，
还在税费减免、成果转化等方面出台扶持
政策规定，以期发挥政策的撬动效应。

扶持政策撬动创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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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钟华林 实习生 颜丽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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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校走出更多“老板”

潘泳是河南黄淮学院国际学院软件专
业的学生。他发明的“苹果皮 520”，借助
内置的通讯模块，可以把只能听音乐、打游
戏的苹果 iPod touch“变成”iPhone，实
现基本的通话、发短信功能。这一成果引
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产品畅销世界各
地，先后被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美国
CNN、彭博社等 100 多家媒体广泛报道，
潘泳也被称为中国的“苹果皮之父”。

潘泳从小就爱钻研。2006 年考入黄
淮学院后，潘泳如鱼得水，经常参加学校举
行的各种 IT 竞赛。因为看到同学们大冬
天冻得只好坐在被窝里玩电脑，他还曾自
主研制过用鼻子来控制电脑的软件，只是
产品精度不够，没法推广。

毕业后的潘泳继续他的发明路。他南
下深圳打工，业余时间待在亲戚家的一间
小车库里搞研发。1 年多的时间里，他除
了电子市场，没去任何地方玩过，甚至连自
己曾喜欢打的台球也放弃了。

一次次试验，一次次失败，历时1年多，
2010年7月，潘泳迎来了出成绩的一刻：把
iPod touch 嵌进壳套，开机半分钟后，信
号来了。“苹果皮”终于实现了通话功能！
潘泳给这个发明起了个很潮的名字，名叫

“苹果皮520”，谐音“苹果皮我爱你”。
随后，潘泳创办了深圳市衍生软件科

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通讯科技的研发与
销售工作。面对随之而来的资金瓶颈，黄
淮学院为潘泳发放了 10 万元创业扶持资
金，还免费为其提供专门的研究实验室，配
备专业辅导老师，选拔优秀在校学生给潘
泳充当助手，为潘泳的科研创新提供人力、
物力支持，并与他的衍生科技有限公司联
合研发生产电子产品。

2011 年，潘泳研发推出了苹果皮二
代。2012 年，他又发明苹果盘、蓝牙版苹
果皮等产品。随着产品在市场不断推出，
国内山寨厂商开始采取各种手段复制、盗
版，甚至破解出他们的产品技术，潘泳形象
地比喻为“前有狼，后有虎，还要与狼共
舞”。深思熟虑后，潘泳决定从之前的与代
工工厂合作转变为与投资者合作的运营模
式，随后又改为独家经营。由此，公司逐渐
走向独立和自主。他的公司通过不断的产
品优化和服务优化，通过技术创新研发更
多的产品，2013 年研发卫星苹果皮，可打
卫星电话，今年又推出了一款蓝牙耳机外
观的 mp3播放器。

现在，已拥有千万元资产的潘泳在黄
淮学院创立了研发工作室，决心带领更多
的师弟师妹走上创业路。在整个黄淮学
院，像潘泳这样的学生也越来越多。学校
鼓励学生把科技创新活动作为突破口，促
使学生把专业课学习和实践动手能力结合
起来，在学生中形成一股创业新潮流。

清晨，一个年轻的身影出现在杨梅林
中，他在几棵树上分别摘下几颗杨梅，认真地
比对着。原来他正在采集样本，统计杨梅生
物防治效果。当地果农告诉记者，因为这位
年轻人带来的新技术，这一带的杨梅园果蝇
数目减少了 80%以上。这位让果农们赞不
绝口的年轻人，就是安徽师范大学 2013 级动
物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芜湖中贺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的创始人贺张。

果蝇是杨梅、樱桃、蓝莓等水果的主要害
虫。传统治理方法主要是喷洒化学农药，但
这种方法极易产生农药残留。频繁爆发的食
品安全问题已经让大众绷紧了神经，有没有
更好更安全的办法呢？

2013 年 11 月，“芜湖中贺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成立。贺张自豪地说：“利用寄生蜂生
物防治技术治理果蝇，我们公司是全国第一
家，也是唯一一家。”

说到为何能掌握这一技术，贺张笑着告
诉记者，“学以致用才能创业成功。我本科就
进了胡好远教授的专业实验室学习，从事寄
生蜂生物防治的研究与开发。”

为了观察寄生蜂交配、寄生行为，实时做
记录：贺张经常一连几天不合眼，因此，他被
师生戏称为“蜂疯子”。刻苦钻研的贺张最终
获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他撰写的数篇专业
论文分别在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表，他主持
的科研项目被设为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项目；他参与申请的专利 1 项已授权，其他
3项专利目前也在继续申请和受理中。

谈到创业的初衷，贺张表示自己刚开始
并没有创业的打算，只是单纯进行科研，但安
徽师大的创业课堂和职业规划课程慢慢培养
了自己的创业意识，而学校出台的一系列扶
持政策大学生创业的优惠政策更坚定了自己
创业的决心。

安徽师大就业指导中心张老师向记者介
绍，自 2011 年起，学校出台实施了一系列鼓
励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政策。“学校成为安徽省
首批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示范校和安徽省首
批创业模拟实训定点培训机构。各类培训项
目累计培训近 4000 人次，均受到学生的普
遍欢迎，并收到了良好效果。”张老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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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将创业孵化园建设作

为推动大学生创业的主要平台之

一，要求所有重点园区都要建立

大学生创新创业园，仅成都市就

建立了 28 个青年（大学生）创业

园区，共有场地 31 万多平方米。

创业大学生在园区还可享受到税

费、场地补贴、金融支持、创业培

训等多种服务。

(资料图片由四川省委宣传

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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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井后，摘掉防护面具的队员脸上黑白

分明，面罩的痕迹清晰可见。

2011 年 8 月，通过理论和现场操作考试，

26 名怀揣梦想的大学毕业生脱颖而出，组成

山东王楼煤矿首批大学生采煤队，开始了

下井挖煤、升井科研的生活。现在，这支队伍

已经扩展到 39人。 王世翔摄

清晨 6 点 50 分，记者跟随山东能源临
矿集团王楼煤矿大学生采煤队的队员们来
到副井口乘坐罐笼下井。他们与人们熟知
的采煤工有所不同的是眼镜多、年龄小

（平均年龄只有 28岁）、闲话少。
罐笼顺着竖井逐渐加速疾下，耳边风

声呼呼，不到两分钟就到了 680 米大巷。
经过 20 分钟的徒步奔波，又坐着猴车顺着
皮带斜巷一直向下，约 15 分钟后来到皮带
顺槽。此时阵阵热浪扑面而来，这里一年
四季又闷又热，有的队员眼镜上立马凝结
一层水雾。7 点 30 分，到达距离地面近千
米的采煤面。这是一个仅有 1.2 米左右宽
的狭长巷道。抬柱子、走支架、更换煤机
行走轮、端头支护，不长时间煤尘混着汗
水，一个个“小白脸”变成了“煤黑子”。

据王楼煤矿矿长肖庆华介绍，这支大
学生采煤队成立于 2011 年 8 月。“除了增
加一线工作经验外，这批年轻人还承担着
煤矿的科研任务，担当着提升矿井生产科
技含量和安全性的重任，对全矿的自主创
新起着引导作用，这也是组建大学生采煤

队的主要目的。”肖庆华说。
2012 年，采矿专业毕业的研究生刘辉

放弃了在大城市研究院工作的机会，来到
王楼煤矿的大学生采煤队，他还说服女朋
友一起在这里扎下了根。“我们队中有许多
人是独生子，但我们就是要用实际行动来
证明，我们能吃苦，能在生产一线发挥自
己的聪明才智。”如今已成为大学生采煤队
团支部书记的刘辉告诉记者，“尽管这几年
已有很大改善，但采煤工还是太辛苦。我
的梦想是进一步优化工艺，减轻矿工的劳
动强度。把自己琢磨出来的点子直接应用
到矿上，感觉很爽，比蹲在实验室里闭门
造车过瘾多了！”

这几年，刘辉牵头为王楼煤矿改进了
多项生产技术。其中，他引入的沿空留巷
技术，让王楼煤矿不再需要额外掘进巷
道，每年节省掘进费用 700万元以上。

“采煤一线就是我们搞科研的平台。”
原大学生采煤队队长、现任矿生产科技术
员的吴振华说，大学生采煤队实行“每日
一题”制度，即在每个星期二，在会议室

黑板上抄写下个星期的 7 道学习题，由主
管技术员对班组成员进行讲解，并在下个
星期二对上星期学的 7 道题进行抽查提
问，以使大学生采煤队在一线获取经验的
同时，能够源源不断地学习到新知识，保
持创新的源泉和活力。

吴振华，多次有机会被调到临矿集团
机关工作，但吴振华都婉拒了，他还是想
在采矿一线搞科研攻关。“其实，不光是
我，凡是当初选择下煤井、到一线的大学
生，都想干出一番名堂，将自己学的知识
和技术真正地应用到采煤一线。”吴振华的
话道出了大学生采煤队队员共同的心声。

当初，李帅是背着父母偷偷来到大学
生采煤队的。毕竟纸里包不住火，父亲李
连振知道后，连拖带拽把儿子带回家，托
关系在城里找了一份“体面”的工作。队
员们实在舍不得李帅离队，特意用手机拍
了一段自编自演的视频转交给李帅父母，
说出了学生们扎根煤矿的心声和动力。李
连振看完视频，坐在沙发上沉思了很久，
起身在跟随了他多半生的工具包里拿出一

把钢尺递给儿子：“我尊重你的选择，带着
它，好好丈量自己未来的人生吧！”

面对恶劣的工作环境和复杂的地质
条 件 ， 大 学 生 采 煤 队 练 就 一 身 硬 本 领 ，
多次在王楼煤矿采煤技术比武中获得团
体第一名。2012 年 7 月，王楼煤矿一个
工作面发现建矿以来的最大断层组。“大
学生采煤队”主动请缨，他们详细研究
断层走向、倾向、落差，提出先松动爆
破、后采煤机跟进的方案，顺利通过断
层。“没想到在这么艰苦的工作环境中，
一群细皮嫩肉的‘学生娃’没有一个打
退堂鼓，原先印象中的文弱书生形象现
在是彻底改变了。”王楼煤矿采煤一工区
队长李峰感慨道。

自 2011 年成立以来，王楼煤矿大学生
采煤队科技创效达 2000 余万元，还创造
了王楼煤矿日产 5000 吨的高产新纪录，
保持着设备完好率 100％和安全生产“零
事故”，先后荣获“山东省青年突击队”等
多项荣誉称号，在安全生产、自主创新等
方面树立起了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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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大学生采煤队队员们整装待发。这是由一支大学生组成的采煤队这是由一支大学生组成的采煤队，，队员眼镜多队员眼镜多、、年龄小年龄小、、闲话少闲话少。。他们他们

不仅创造了日产不仅创造了日产 50005000 吨的吨的挖煤新纪录挖煤新纪录，，科技创效更达科技创效更达 20002000 余万元余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