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移动互联网时代，内容创业以生产
高质量内容为手段，以用户数和阅读量
为目标，正在成为创业风口。

“原来网上电影资源铺天盖地，通常
上映一个星期的电影就能在网上下到清
晰度不错的，现在很多电影2个月才能等
到高清版。”作为影迷的张亚达近两年发
现，能在网上免费下载到的盗版视频越来
越少了，与此同时，收费内容正日益增多。

2015 年，网剧 《盗墓笔记》 在爱
奇艺上线，开创了此前业界从未想过的
网剧付费模式。随后 《太阳的后裔》、

《余罪》 等一系列热剧在爱奇艺上独
播，其 VIP 会员数目前已超 2000 万。
同时，百度音乐、QQ 音乐等音乐类应
用也开启了高品质音乐的付费下载。

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行列，购买力
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
式：从购买实体产品到愿意为“消磨时
间”付费——消费被赋予了更多的精神
内涵。

集结号资本创始合伙人付建忠表
示，内容创业的本质就是消费升级，是
消费升级在信息类、文化类需求领域的

具体体现。增强消费者与品牌之间的情
感 联 系 ， 是 内 容 创 业 成 功 的 一 个 关
键点。

当前，许多人开发的内容创业平台
更多是通过广告的方式赚钱，盈利模式
单一。对此，凯鹏华盈中国基金主管合
伙人周炜认为，如果一开始一个公司有
大量的用户，一旦开始收费用户全跑
了，代表这个公司定位的人群是对的，
但是提供的价值并没有满足这个用户群
体的核心需求。不能让用户为内容付
费，这时候只能通过广告赚钱。

“要赚钱，首先平台自身从内容到
资金都要够强大。之后，收益会逐步实
现的。”周炜解释说，国家很早就加大
了版权保护的力度，但是长时间依然无
法杜绝盗版，因为国内的小公司维权能
力太弱。近几年，市场发展起来了，不
少企业做大做强了，平台上的内容也多
了，开始有实力用法律保护自己的资产
价值，这样就赢得了盈利的空间。

良好的创业环境能够促进企业发
展，优秀的商业模式更是企业盈利的关
键。一下科技是内容创业的一个成功案

例，公司成立前 4 年一直无法盈利，今
年 5 月新产品“一直播”上线后，当月
的收入便超过亿元；旗下的“秒拍”每
天有 100 多万条内容产生，“小咖秀”
和“一直播”不管是观看，还是开播率
都排到了行业第一。“新的商业模式一
般都是在用户需求下探索成功的。收费
首先要赢得用户的心，让他们在使用的
产品需要付费的时候愿意付费。”在一

下科技创始人兼 CEO 韩坤看来，商业
模式是时间的朋友，只要能够长期坚持
下去，积累大量的用户，公司就可能实
现盈利。

周炜也认同这样的观点，他坦言，
之前自己看好的几个公司，刚开始发展
得都很好，在最后爆发前撑不下去了。

“坚持是内容创业最重要的品质之一。”
周炜说。

本报讯 记者齐慧、通讯员许鹏健报道：我国西部重点
建设项目——宁夏永宁黄河公路特大桥主桥合龙作业日前
顺利完成，标志着整座大桥重难点工程全部实现突破，为建
成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宁夏永宁黄河公路特大桥由中国铁建十六局集团承
建，是经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批复的宁夏境内首个BOT模
式投资建设的公路大桥项目。工程位于永宁县和灵武市之
间，连接永宁县滨河东路和滨河西路，是黄河上游段及宁夏
第一座跨越黄河天堑的双塔双索面斜拉桥。大桥全长
3.753 公里，集“深桩、大跨、高墩、水深、水急、大体积承台、
斜拉索、50米T梁”等多重难度为一体。项目总投资15.74
亿元，项目工期36个月。

永宁黄河公路特大桥项目部经理白剑锋介绍，大桥自
开工建设以来，创造了多项“第一”。为了解决主桥抗震和
位移的问题，横向结构体系在塔梁处采用黏滞阻尼器+弹
性索方案，在国际上首次成功采用；桥梁抗震采用防屈曲约
束支撑，屈服力高达 400 吨，此技术为国内第一次使用；制
备了不仅能满足钻孔和混凝土灌注过程的护壁需求，还能
使泥浆中悬浮的细砂36小时不沉淀的高性能泥浆，此技术
也为国内首创；主墩围堰尺寸 34.8 米×54 米，选用自身强
度和刚度能满足要求的进口拉森四型钢板桩围堰，这也是
宁夏黄河段采用钢板桩进行围护的最大断面的围堰；主墩
承台封底混凝土施工，单体5637立方米水下封底混凝土创
跨黄河桥梁基础的第一；墩承台长 51.08 米，宽 32.5 米，厚
5.0 米，为整体哑铃型，单个承台混凝土 7216 立方米，是整
个西北地区跨黄河桥梁施工承台之最；主塔总高 102.15
米，属宁夏境内第一高桥。

据悉，永宁黄河公路特大桥已经获得 6 项国家实用新
型专利，包括“一种桥梁抗震中的防屈曲约束支撑构件”
技术、“一种预应力锚固端封浆密封器”技术、“前支点挂
篮监测系统”、“一种大体积盖梁自动调节高程支架”、“一
种冬季施工悬臂保温暖棚”、“一种智能泥浆循环系统”
等，为我国桥梁施工积累了丰富的施工经验。

一个新的创业风口来临——

让用户心甘情愿为内容付费
本报记者 王轶辰

永宁黄河公路特大桥主桥合龙

宁夏第一高桥实现多项突破

集书店、美
学生活、咖啡、展
览空间与服饰时
尚等混业经营为
一 体 的 方 所 书
店，抓住了人们
消 费 升 级 的 需
求，在市场上脱
颖而出。

本报记者
王轶辰摄

继刘继国博士“PET”创
新团队之后，今年上半年，又相
继有“泰山学者海外特聘专家”
美国籍陈冬岩博士、“六盘山友
谊奖”加拿大籍刘海波博士以
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窦少彬博
士 3 个博士创业项目入驻山东
郯城的金谷博士创业园。“人才
引擎”驱动创新发展，在这批领
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的引领下，
郯城化学化工、电子信息、机械
制造、生物医药等一批高端项
目迅速崛起，高科技产业以年
均18%的速度递增。

PET 是“正电子发射断层
扫描仪”的英文缩写，是目前世
界上最先进的核医学分子影像
设备。和传统的CT和MRI等
成像设备相比，PET 能更早发
现肿瘤、心血管和神经系统的
病变，从而大幅度降低患者的
治 疗 成 本 ，被 称 为“ 生 命 雷
达”。PET 等高端医疗设备，
一直被跨国企业垄断，一台
PET 设备的价格高达 2000 万
元，单次扫描费用达上万元，超
出了大多数病人的负担能力，
严重阻碍了 PET 设备在国内
的应用。

曾在美国休斯敦安德森癌
症研究中心留学的刘继国博士
怀揣“中国制造”PET 的梦想，
回国创业。然而巨额的研发费
用让他的创业之路屡屡受挫。
郯城县委、县政府了解此事后，
立即同刘继国博士进行对接，
组织专人提供服务，在办公厂
房、研发场地、企业融资、项目申报等方面提供最大的便利
和支持，协助他注册成立了山东麦德盈华科技有限公司，并
提供 200 万元启动资金，保证了企业顺利在郯城县金谷博
士创业园落地并投入生产。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刘继国团
队终于完成了小动物 PET 的产品开发，小动物 PET 设备
通过了业内专家的技术鉴定，综合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填补了国内空白。今年，郯城又从产业发展引导基金中为
刘继国团队提供170万元支持，加大对其创业的扶持力度。

依托金谷博士创业园，郯城核医学已经实现了产业化
发展。园区已入驻动物 PET、抗原蛋白芯片癌症早期检
测、高端色谱仪、绿色计算机 4 个高科技项目。9 月 22 日，
麦德盈华公司承办了首届中美核医学学院论坛，来自美、
日、韩、澳等国家和地区的100余位核医学与分子影像专家
参加了本次论坛，大会确定，中美核医学学院论坛作为中美
核医学学院的官方学术交流会议，以后将每年举行一届。

引进一个人才，带来一个团队，兴起一个产业。郯城县
千方百计引进高端人才，设立500万元人才工作专项经费、
5000万元产业发展引导基金。与此同时，郯城县着力打造
高端产业聚集区，先后开发建设金谷博士创业园、高科技电
子产业园、医药产业园、大学生创业园等高科技创新创业园
区，为各类人才创新创业提供便利条件。

为提升内生动力，郯城鼓励、支持企业建立各类科技研
发平台载体，进一步吸引和留住人才。2015 年，山东鲁南
新材料有限公司成功申报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实现了郯城
县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零”的突破。2016年4月，化工产业
园区与北京化工大学研究中心共建化工产业孵化器，进一
步提高项目承载力。目前，郯城县已建成国家级科研平台
1个、省级平台5个、市级平台28个。

郯城计划用 3 至 5 年打造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引
进20个博士创业团队入驻，到2020年，建成长江以北重要
的高科技电子产品制造基地，辐射带动化工产业园、医药产
业园和大学生创业园等园区的集群效应，吸引更多高层次
人才到郯城创新创业。

山东郯城

：

建设科技园区

服务创新团队

本报记者

王金虎

今年 8 月下旬，长沙高新区又一次
成为“中国 500 强”企业的聚焦点——
在长沙举办的“2016 中国企业 500 强
高峰论坛”上，参与论坛的 500 强企业
大佬们集聚长沙高新区考察。长沙高
新区凭什么这么火？因为这里优势叠
加，“新”力无限。

坐落在湘江西岸的长沙高新区，是
一座生态科技产业新城。140 平方公
里的热土上，聚集着 1 万多家企业。作
为国家级湘江新区、长株潭自主创新示
范区和长株潭两型社会示范区的核心
区，长沙高新区发挥和放大了“三区叠
加”的战略优势，主动承担高端制造研
发转化基地和创新创意产业集聚区建
设的历史责任，将战略优势转化成发展
胜势。

政策红包构筑新优势

继今年 6 月从“第十一届中国卫星
导航与位置服务运营商大会”上捧回

“2016 中国车联网服务十大品牌”的奖
杯后，湖南中本导航技术有限公司又有
新突破。在做好现有的内河船舶智能
调度管理系统、海事监管系统、微波组
网传输等创新产品及技术的基础上，该
公司将创新的触角伸向了新型环保渣
土车的智能管控系统，在车联网领域开
辟了新的增长极。公司董事长欧阳增
军介绍，目前中本导航研发的新产品已
正式应用于长沙市城管渣土车管理
项目。

中本导航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从
事北斗导航的高新企业。在高新区，聚
集着包括中本导航在内的湖南省 80%
以上的北斗导航企业。此外，高新区还
聚集了移动互联网企业 1700 家，占全
省的90%。

“各类新兴产业崛起改变了园区
‘一业独大’的产业格局。”长沙高新区
党工委书记李晓宏介绍，5年前，工程机
械产业占园区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
80%；2015 年底，先进制造产业在高新
区规模工业中的占比下降到42%，其他
新兴产业占园区规模工业产值首次达
到 50.6%，产业结构由先进制造业“一
业独大”向“多点支撑”转变。

《经济日报》记者了解到，为引导新
兴产业快速成长，“十二五”期间，长沙
高新区推出《加快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倍
增发展的若干政策》《加快发展节能环
保产业的扶持政策》《加快移动互联网
产业发展政策的实施办法》等政策红
包，优化完善网格化政策体系，大力培
育发展节能环保与新能源、新一代信息
技术、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移动互联网、北斗导航、绿色建
筑等特色产业。各种扶持政策的推出
为企业发展注入“营养液”，新兴产业得
到快速发展。2015 年，电子信息产业
实现产值 252 亿元，增长 102%；新材料
产业实现产值173亿元，增长31.8%；生

物医药产业实现产值 96.4 亿元，增长
19.2%；移动互联网产业全年新增移动
互联网企业1083家，实现营业收入256
亿元，增长113%。

同时，政策红包成就了一批“老字
号”转型升级的梦想。梦洁家纺通过启
动生产自动化吊挂系统，提升了供应产
业链自动化率与信息整合能力，使供应
链反应速度提高20%；中联重科通过推
进“2+2+4”战略，从单一的工程机械主
业，转变为工程机械、环保产业、农业机
械、金融服务“四驾马车”并驾齐驱。
2015 年，中联重科环境、农机、金融服
务等新兴板块占比超过 35%，成为新的
业绩增长点。

人才战略激活新动力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
源，人才已成为企业自主创新的核心竞
争力。近年来，长沙高新区深入实施

“人才强区”战略，突出抓好高层次科技
人才的引进、培养和使用，将人才资源
优势转化为项目、孵化成企业、演化成
产品，激活科技创新资源，让传统产业

“枯木逢春”，让新兴产业“异军突起”。
华曙高科创始人许小曙出生于湖

南长沙，在美国工作生活了 20 多年。6
年前，他辞去美国一家 3D 打印设备生
产公司技术总监的职务，回长沙创业。
2012 年底，华曙高科研发的第一台尼
龙 3D 打印机在长沙下线，成为世界上

第三家高端 3D 打印设备制造商，引起
国内外关注。“设备研制出来了，筹来的
资金也用完了，未来的路很迷茫。正在
此时，高新区给予我们多方面支持，从
低息贷款、征地到厂房建设，再到申报
科技重大专项，特事特办，一路绿灯。”
许小曙说。

2014 年，占地 48 亩的华曙高科增
材制造产业园在高新区建成，许小曙带
着创业团队搬进了新的办公大楼，公司
发展也迈上了新的台阶。“华曙高科的
崛起，印证着湖南长沙在 3D 打印新兴
领域创新的速度和决心，我在德国、美
国的不少朋友都不敢相信有这样的速
度。”许小曙告诉记者。

许小曙和华曙高科只是高新区支
持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的一个缩影。
为了吸引高层次人才来园区创新创业，
高新区制定了《“555”高层次人才计划》
等一系列政策，设立 1 亿元人才发展专
项资金、5亿元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计划
5 年内重点引进 50 名创新创业领军人
才和 500 名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该
人才计划为入区高层次人才提供个税
返还、办公厂房租赁、麓谷项目用地、科
技创新奖励、贷款贴息、企业税收政策
等全方位优惠政策。

政策环境的不断优化，吸引高层次
人才纷至沓来。世界“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粉末冶金专家黄伯云、“试管婴
儿之母”卢光琇、“中国工程机械脊梁”
詹纯新等一批享誉世界的知名科学家、
专家学者汇聚于长沙高新区，如源头活

水，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输入源源不断
的创新动力。高新区湖南“百人计划”
和长沙“3635 计划”等各类人才拥有总
量在全省、全市遥遥领先，成为引领高
新技术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第一驱
动力。

众创平台成就新梦想

去年 9 月，“腾讯众创空间”正式落
户长沙高新区。在采访中记者看到，在
该平台上，账号体系、社交关系链、支付
能力、云计算等腾讯资源都已对创业者
开放，并为创业者提供一站式服务。

引进腾讯，是高新区着眼创新驱
动，打造对所有创新创业者开放的超级
众创空间，构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生
态系统的一个剪影。“高新区每年新增
注册企业 2000 多家，移动互联网产业
平均每天有 2 家企业入园。”李晓宏介
绍，如此多的企业选择高新区，和高新
区打好“组合拳”、营造良好创新创业环
境、提供优质高效服务分不开。

“以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建设的
‘麓谷·创界’创新型孵化器为例，下设
创界·星工场、创界·星咖啡、创界·星学
院、创界·星沙龙、创界·星空间 5 个子
品牌，为创业者提供各种家庭式服务。
贴心的服务吸引了众多怀揣梦想的有
志青年、大学生来高新区创业。”李晓宏
说。2015 年，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新
引进科技型企业 297 家，高层次人才团
队7个，新增注册资本130亿元，孵化企
业总收入约 23 亿元，新增孵化面积
13800平方米。

三诺生物创始人李少波大学毕业
后开始创业，初期由于资金困难，5个人
的小团队只能挤在长沙市城郊一家廉
租房里追梦。“三诺生物刚开始只做血
糖仪，现在能为糖尿病人提供全方位解
决方案，并成功上市。有今天的成绩，
离不开团队的创新思维、执行能力，更
离不开高新区的大力支持。”李少波说，
创业初期，高新区为公司提供了创新创
业辅导、项目资金支持、知识产权保护
等服务，还引入天使投资人来为企业提
供资金，大大降低了公司的运营成本与
风险。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长沙高新区
要积极创造条件，推进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周庆年介绍，
近年来，为帮助企业实现创业梦，长沙
高新区实施了一系列创新改革：全省首
推企业集群注册制度和国地税联合办
税，出台负面清单、权力清单、流程清
单、责任清单等“七张清单”；启动移动
互联网“柳枝行动”，实施“麓谷创新创
业”引领工程，出台支持节能环保、新材
料等特色产业和众创空间发展的政策
意见；深化科技与金融结合，聚集 10 余
家银行分支机构，累计为企业融资 200
亿元；搭建中国电子—IBM联合创新实
验室、高分子复杂结构增材制造国家工
程实验室等一批创新平台。

目前，长沙高新区拥有孵化器、加
速器 20 多个，在孵企业超过 4000 家，
逐步形成“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
—专业园区”专业孵化链条。

长沙高新区将战略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

产业多点支撑 人才高端驱动
本报记者 刘 麟

左图 长沙高
新区中电软件园引
进电子信息与软件
服 务 类 企 业 1200
多家。图为中电软
件园内一家企业员
工 在 生 产 车 间 工
作。 （资料图片）

右图 位于长

沙高新区的远大住

工是一家新型住宅

制造工业企业。图

为远大住工生产车

间。 陈敏捷摄

下图 长沙高

新 区 麓 谷 园 区 场

景。 谢望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