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孵化器所在的合肥高新区，正像一
个水平高超的“园艺师”，综合运用培植
土壤、播撒雨露、普照阳光等一系列手
段，将辖区的创新“盆景”，精心打造成产
业“风景”。

有人说，对初创期的互联网企业而
言，其市场并不局限于“一城一地”，把家
安在哪里都一样。安徽辛普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辛普科技）却以实际经历证明了
此类论断有失偏颇。这是一家专业从事
电商平台建设的草根企业。前不久，该
企业搬进了一个叫做“5F”创业园的地
方。“乔迁”后的第一个月，该企业就接单
480 万元，几乎接近 2014 年全年 500 万
元的营业额。

“秘诀在哪里？集聚。”这家企业的
负责人回答得很凝练：越是初创期的企
业，越需要与同行者抱团取暖，互联网企
业尤其如此。

5F 创业园——一个诞生在废弃厂
房里的孵化器，紧扣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和“互联网+”的时代脉搏，成为合肥市乃
至安徽省首个民营 TMT 行业小微企业
孵化器。

培植土壤

打造全生态链孵化器
并非所有的创业者都能成功，失败

的教训往往能提供更多的指导。
就在辛普科技在 5F 创业园里踌躇

满志，准备开辟更美好的未来时，先于
其入驻该孵化器的另一个创业团队正忙
着收拾行李，黯然离场。这个让人伤感
的创业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大学生创业
团队，他们注册成立了公司，做大米、
鸡蛋等农畜产品的电商生意。去年底，
新成立的企业在 5F 创业园签约了一间
56平方米的办公室，但很快就选择了退
出。究其原因，公司刚起步，营业额
小，难以支付每月 1000 多元的房屋租
金。作为一个新成立的民营孵化器，5F
创业园也处在起步期，无力为这家“败
走麦城”的企业提供更大力度的房租
优惠。

以“小微”、“草根”型创新立区的合
肥高新区当然明白“万事开头难”这个道
理。成长在这个园区、或者落户这个园
区的企业，多是一腔热血、三两个人的新
团队，为他们提供一个可以长久立身的
经营场所是当务之急。

为给不同发展阶段的科技企业提供
差异化服务，合肥高新区以孵化器为核
心建立了“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

一体化的科技创业孵化链条，构建“大企
业顶天立地、小企业铺天盖地”的良好企
业培育生态系统。目前，高新区有合肥
科技创新创业苗圃、合肥梦工厂、极客咖
啡等 3 家创业苗圃，孵化面积 2200 平方
米，在孵项目 50 余个；各类科技企业孵
化器 12 家，其中国家级孵化器 8 家，省级
孵化器 4 家，孵化面积达 100 万平方米，
在孵企业 1200 多家，毕业企业 800 余
家。合肥高新区公办孵化器——合肥创
新产业园建设加速推进，一期入驻企业
256家，吸纳就业 1万余人。

这些遍及全区的孵化器，成为了高
新区企业成长的肥沃土壤。阳光电源、
美亚光电、工大高科、科大立安、科力信
息、金星机电⋯⋯这些企业中，已不乏市
值百亿元的上市企业，而分析他们的成
长历程，都曾是高新区孵化器内的企业，
如今这些企业已经“毕业”。以他们为龙
头，太阳能光伏、智能装备制造、公共安
全等产业在合肥高新区强势崛起，成为
带动经济增长、优化产业结构的中坚
力量。

“孵化器建设不仅仅是大手笔‘产业
地产’的造城运动，充分挖潜、盘活存量
房产和土地资源也是建设孵化器的重要
途径。”合肥高新区科技局局长桂新生介
绍说。

5F 创业园就是一个生动的注解。
该孵化器诞生于合肥高新区的老旧厂
房，采用 LOFT 的装修风格，目前已聚集
了 40 多家 TMT 小微企业，这让更多的

创业型公司有成长的可能，也有利于打
造合肥高新区创新经济崛起的新亮点。

洒播雨露

巧解企业融资难
小微企业对资金的需求，犹如植物

对雨露的渴求。然而，由于轻资产的特
性，资本的雨露并不常常能够“降临”到
小微企业身上。

今年一季度，小米手环以 280 万只
的出货量跃居全球第二，占据全球可穿
戴设备 24.6%的市场份额。小小手环的
制造商，就是位于合肥高新区的安徽华
米 信 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简 称“ 华 米 科
技”）。以 79 元的市场定价来计算，仅此
一款产品，就为华米科技带来近 8000 万
元的月销售收入。而这样一个龙头企
业，在 2012 年曾为申请 100 万元贷款被
某商业银行拒之门外。“那时候我们有技
术、有人才、有专利，但是银行不认这
些。”公司一位创始成员感慨道。

当市场失灵时，就需要政府就位。
2012 年 ， 华 米 科 技 （时 名 为 华 恒 电
子） 获得首笔 300 万元“创新贷”，这
是高新区管委会与某商业银行合作创立
的一款扶持中小科技企业发展的贷款产
品。正是得益于此，华米科技才有资金
去进行产品研发，进而获得小米科技的
青睐。

“几乎每一个初创企业都有与行业
顶尖企业相遇的梦想，但大多数企业倒
在了路上。”合肥高新区有关负责人表

示，为让这些小微创新、科技型企业走得
更远，合肥高新区开始构建全方位的企
业融资网。目前，17 家企业赢得了合肥
高新区天使投资基金的青睐，为自身发
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这是安徽省第一
只由政府全资设立的天使投资基金，重
点支持高新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基 金 规 模 1 亿 元 ，累 计 投 资 额 达 到
8388.5 万元，投资行业涉及集成电路设
计、新能源、新材料、移动互联、智慧交通
以及生物制药等领域。

此外，合肥高新区大力引进风险投
资机构和创业投资基金，使科技金融服
务业朝着高端化蓬勃发展。目前，注册
在高新区的创投公司达 16 家，基金总规
模超过 65 亿元，软银、联想、九鼎、IN-
TEL、KPCB、IDG 等国内外知名创投公
司积极投资。高新区出资 2.2 亿元发起
设立 4 只创投基金，基金总规模 13.48
亿元。

探索仍在继续。今年初，安徽省创
设青年创业引导资金，首选合肥高新区
作为试点。资金的一大亮点是以 3000
万元撬动 1.5 亿元。具体而言，省、区级
财政按 2∶1 比例，共同出资 3000 万元，
合作期 3 年，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合
作期内，高新区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债
券、股权投资并举，扶持初始创业和发展
创业，力争把资金规模放大至资本金的 5
倍，凸显杠杆效应和撬动作用。这意味
着，在合肥高新区将有更多创客因该资
金而受益。

合肥高新区：

变创新“盆景”为产业“风景”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杨 萃

本报讯 记者陈发明报道：近日，甘肃省“互联网
计算应用众创空间”揭牌运行。该平台将通过高性能计
算、网络等技术，支持创新和创业项目的实施和创业孵
化，以实体服务环境与互联网虚拟计算相结合的方式提
供创业环境，帮助创客解决互联网计算服务创新创业门
槛高、成本高、创业者市场经验缺乏等问题。

据介绍，甘肃省“互联网计算应用众创空间”将着
力打造集“大学生及大学教师创业主体+创业专家导
师+众创空间+延伸服务机构”的创新创业服务平台。
在软硬件技术支撑方面，“互联网计算应用众创空间”
重点支持移动计算、开源硬件设计、物联网、软件研
发、电子商务、互联网服务应用等创新和创业项目的实
施和创业孵化。在服务支持方面，“互联网计算应用众
创空间”将聘请专家导师、咨询机构，通过举办创业指
导讲座及与其他创客众创空间交流等方式，针对创业中
具体的技术、管理问题开展指导；对技术专利、法律法
规提供咨询；在创新过程中提供创业基金支持；为创新
成果转化中的投资融资提供帮助。

记者了解到，甘肃省“互联网计算应用众创空间”
试运行以来，已与 9 家院校、公司和团队签署了战略合
作协议。甘肃省科技厅厅长李文卿认为，“互联网计算
应用众创空间”的成立，为创业者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空
间、网络空间、社交空间和资源共享空间。

深圳的草埔农贸基地、北京的潘家
园旧货市场、香港的沃尔玛大超市⋯⋯
在这些地方走走逛逛，不经意间，你或
许都能看到来自江西省南城县的一宗宗
特色小商品。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时代，一批批精明能干的南城人走出家
门，天南地北抢商机，立足“小”字创
大业。

每天清晨，天蒙蒙亮，在深圳最大
的农贸批发基地——草埔农贸基地，来
往穿梭采购烧烤原料的人一拨一拨，而
如织人潮中有近 1/4 都是操着江西南城
口音的制烤人。到目前为止，在深圳开
烧烤店的南城人有近 3000人。

第一个在深圳开烧烤店的是该县龙
湖镇枫洲村的于小强。1997 年他来到深
圳，经过一番市场考察后，他拿出全部
积蓄４万元，在盐田区租了一间十几平
方米的店面，雇佣 20 多名家乡员工，做
起了统一销售。在摸索中，于小强熟练
地掌握了微辣、香辣和劲辣三种口味应
放的辣椒分量，以及酒香味、鱼香味、
麻辣味等的烧烤方法。短短的几年时

间，他就积累了上百万资产，又把 40 多
位亲朋好友带到深圳、广州发展烧烤，
成为烧烤业的领军人物。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烧烤业激烈的
竞争和食客口味的改变，南城小烧烤在
深圳市场受到冲击。转型才有出路，南
城烧烤协会主动升级，通过引入无公害
产品来延伸产业链条，并连续开发出时
尚饮料、铁板烧、飘香涮烫、蔬菜烧等
系列休闲小吃。同时通过引入企业先进
管理经验，采用“同等质量比价格、同
等价格比信誉、同等信誉比服务”的市
场竞争策略“抱团作战”，吸引了更多创
业者加盟。以亚太“中慧美食”集团为
依托，南城烧烤人成功注册了自己的商
标品牌——“南洋烧烤”，成为烧烤行业
最大的品牌。截至目前，南城小烧烤已
拥有加盟连锁店 400多家。

在北京的潘家园旧货市场，有一条
近千米长的仿古木雕一条街，街巷内
100 余家店铺清一色由南城人开设，闲
谈时店主们说的都是地道的南城话。不
仅在潘家园，在北京的高碑店等其他几

个古玩市场还有 254 家“南城店”，南城
人还创办了 45 家仿古木雕家具厂，专业
生产、销售各种仿古门窗、仿古家具、
古典挂件 （屏风、插屏） 等雕刻木艺
品，并承接古建筑修缮及四合院、茶
楼、亭阁、寺院等仿古中式建筑修建，
年交易量达 3亿多元。

仿古木雕走俏北京并不是偶然。上
世纪末，一批批勤劳精明的南城人嗅出
商机，做起了古典家具生意。一段时间
后，他们又开始主攻科技含量高、艺术
价值高、投入产出率高的“三高”产
品，并在拉花、雕刻、打磨、上色、仿
旧等方面取得突破，生产出来的产品不
仅美观大方，而且符合现代都市人的审
美，成为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居民的
抢手货。近年来，南城仿古木雕还颇受
国内众多古装影视剧制作方的青睐。

除了烧烤、木雕，南城人更是将一
枚枚小小的鸡蛋做成了产业。日前，大
连商品期货交易所派出高管去南城实地
考察，准备与江西洪门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合作建立江南地区首个蛋品期货交割

仓库，进而打造辐射江南、华南的最大
蛋品交易中心，实现小鸡蛋向大期货的
破“壳”。

鸡蛋摇身变为金融商品——期货，
彭贞红这位江西“辣妹子”值得一提。
1992 年，彭贞红停薪留职回到家乡南
城，花了 3000 元钱买了 380 羽蛋鸡开始
养鸡，几年后在业内小有名气。后来，
彭贞红又产生了做“绿色鸡蛋”的新想
法。经过科学养殖培育，她的蛋产品顺
利通过了农业部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40 多项指标的跟踪检测，达到了国家绿
色食品标准，其中 6 个产品还获得了国
家绿色食品证书。2010 年她的蛋品成功
进入了沃尔玛、家乐福、麦德龙、香港
百佳等 30 多家一流超市的全国配送网
络。如今由她一手创办的集禽种繁殖、
饲料加工、绿色养殖、食品深加工、物
流仓储、市场销售为一体的江西洪门实
业已经跻身国家级农业龙头化企业，在
全 国 120 多 个 大 中 城 市 设 立 了 分 支 机
构，被认定为国家级蛋品加工专业研发
中心。

医疗健康作为民生所需，产业动向一直备受关注。
随着完善分级诊疗体系、推动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发展
社会办医等一系列医改深水区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被提
上日程，我国医疗健康产业走向更为大众关注。

近日，在上海举办的第五届中国医疗健康产业投资
与并购大会上，相关人士就未来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面临
的机遇与挑战作了深入解读。深圳市合一康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CEO 罗晓玲在会上指出，生物医药领域的下
一个风口在细胞治疗，而细胞技术的研发仍需政府推动
和市场认可。

近年来，对于细胞技术的研究、应用和投资在全球
持续升温，部分产品已进入临床应用阶段，各大知名制
药公司也纷纷布局该领域的技术与产品研发。预计到
2020年，全球细胞产业规模将达到 4000亿美元。

罗晓玲认为，面对如此巨大的市场潜力，我国的细
胞产业发展政策是开放的。今年 3 月 30 日，国家卫生
计生委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 《关于征
求干细胞临床研究管理办法 （试行）》，明确了干细胞
技术可开展临床研究。5月 14日，国务院发布 《关于取
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定》，取消了包括原来由国
家卫生计生委负责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基因芯片诊断、
免疫细胞治疗等“第三类医疗技术临床应用准入”非行
政许可审批。

与此同时，国内持续多年对细胞治疗行业的关注，
终于在资本市场迎来了爆发点。2014 年全年共有 10 余
起与免疫细胞行业有关的并购和重大投资，A 股市场因
此形成了“免疫治疗”概念板块。合一康已经成为首家
独立以免疫细胞技术研发和临床应用技术服务为主营业
务挂牌新三板的公司。

“然而，目前我们对干细胞和免疫细胞技术领域仍
存在误区，技术路线和产品路线是不同的概念。”罗晓
玲指出，对于技术研发的投资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耐心，
任何产品只有在保证安全并符合伦理的原则下才能让患
者受益。目前细胞治疗在我国有着非常好的发展机遇，
我们应该更加稳妥且自信地向前迈进。

谈到项目研究，罗晓玲认为，目前的技术研发仍处
于初级阶段，产业发展仍然需要政府的推动与市场的认
可。在此情况下，一方面所有的科研项目必须基于实际
应用，方可少走弯路；另一方面研究人员更需静下心来
专心从事研发工作，不能迷失方向。

立 足“ 小 ”字 创 大 业
——江西省南城县全民创业见闻

本报记者 赖永峰 通讯员 彭国正

细胞治疗：

生物医药领域的下一个风口
本报记者 杨阳腾

甘肃互联网计算应用众创空间运行

来 我 家 做 饭 的 陌 生 人

马师傅（中）将做好的饭菜端上饭桌。约莫 1 个小时

的工夫，头戴厨师帽、身着围裙、擅长本帮菜和粤菜制作

的厨师马红成便将水果沙拉、糖醋排骨、清蒸石斑鱼等美

食端上了饭桌。

马红成是上海一家互联网餐饮服务公司的厨师，有

着 18 年的从业经验，之前一直在星级酒店做中餐。如

今，他却凭借手机接单，来到普通市民家中做起了私厨。

“如今只要在手机 APP 上提前预约，就会有专业厨师上

门服务，厨师还帮忙收拾厨房，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经常体验手机下单、预约厨师上门服务的张小姐非

常赞赏“互联网+”孕育的这项新兴业务。

据介绍，目前沪上已有多家互联网餐饮服务公司，聚

集了千余位厨师。便捷的网络沟通渠道、人性化的服务

正使上门做饭赢得越来越多的青睐，而下班后“回家吃

饭”也成了很多都市白领的新选择。

新华社记者 裴 鑫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