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启创低碳创业园致力于集聚科技、智能、环保要素——

小 伙 伴 们 一 起 来 低 碳 创 业
本报记者 杨阳腾

甘肃张掖市：

探索欠发达地区“双创”之路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发明 建起城市创新平台

本报记者 周明阳

2015 年 6 月份，甘肃张掖市入围
全国首批 15 个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城市示范行列。但是这个地处欠发达
地区的城市所拥有的却是自然条件
差、经济总体实力不强、人才匮乏等
劣势。

“我们无法改变空间距离等硬环
境，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软环境。”张掖
市市长黄泽元表示，“政策就是软环境
的核心。我们要做的就是完善政策、
落实政策，提供便捷、高效、低成本
的服务，降低创业成本，为创业者营
造良好的创业环境”。

数据显示，2015 年以来，张掖市
新增城镇就业90328人，其中小微企业
新增就业52955人；新增50148户市场
主体，其中小微企业14656户。张掖被
确定为甘肃省唯一的省级创新创业示
范城市。

示范基地加速建设

张掖在不增加大量基础设施

投入的前提下，对既有设施盘活利

用和改造提升，实现了创业创新示

范基地低成本、快速度建设

张掖市高台县南华镇南岔村的村
民杜彩红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会吃
上“艺术饭”。“如果不是来做手工艺
品，我可能一辈子都要过‘面朝黄土
背朝天’的生活。”喜欢做手工的杜彩
红参加了高台县九发妇女手工制品专
业合作社，学会了制作麦秆画和掐
丝画。

高台县九发妇女创业孵化实训基
地成立后，40 多名与杜彩红一样的农
村妇女在这个基地经过实训后成为

“巧手”。基地负责人姚艳玲表示，这
个实训基地为所有想创业的妇女敞开

大门，既可以通过培训让“零基础”
妇女掌握一门手工技能，也可以免费
为她们提供场地、技术等，扶持她们
创办公司。

“就业优先”是张掖市开展小微
企业创业创新的一个重要方向。为
此，张掖布局了“32+X”示范基地建
设。其中，“32”就是以政府为主建设
的 1 个 核 心 基 地 （小 微 企 业 创 富 中
心）、3 个科技孵化园、14 个特色产业
基地、10个重点众创空间、4个特色创
业创新基地；“X”则是通过政策扶
持，引导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兴建
包括创客空间、创业咖啡、创新工厂
等在内的各类创业创新基地。

两年多来，张掖市依托现有的国
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民乐生态工业
园区等一批园区、市场及其公用设
施，采取改造费用补助、租金运营费
用补贴等形式，在不增加大量基础设
施投入的前提下，对既有设施盘活利
用和改造提升，使其具备吸引小微企
业及创业者入园创业的条件，实现了
创业创新示范基地低成本、快速度
建设。

目前，张掖市已建成投入运营小
微企业孵化园、科技孵化器、众创空
间等各类创业创新基地 45 个，入驻入
孵企业 1200 多户，吸纳就业 16900
多人。

政策保障逐步形成

针对创业者面临的融资难、创

业风险高等问题，张掖从实际出

发，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为小微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张掖市牧野西风文化创意公司是
一家成立刚两年的小公司，由几名年

轻的创客合伙成立。
“在一系列优惠政策的扶持下，产

品研发顺利，很快就能推向市场。”牧
野西风文化创意公司设计师任梦尧告
诉记者，他们依托张掖火爆的旅游市
场，研制设计、生产销售具有本土文
化特色的陶器、木刻、雕件和皮具用
品，选取本地红泥土为原料，采用古
老制陶工艺并加以科学改进，烧制出
具有丹霞彩色丘陵纹路的陶制品。

为了有效解决创业者面临的融资
难、创业风险高等问题，张掖市从实
际出发，制定出台了 19 条优惠政策，
对初创型小微企业实行免规费、免房
租、免税、免息、免担保费、补贴培
训费“五免一补”，对成长型小微企业
实行“五奖两补”，对创业创新基地实
行“两补四奖”扶持政策。这些真金
白银的优惠政策，被创客们形象地称
为“黄金19条”。

两年多来，张掖市向小微企业发
放创新奖励、创汇奖励和改造升级补
助等奖励资金 2410 万元，向创业创新
示范基地补贴租金运营费用 6924 万
元，减免新入驻企业租金 7720 万元，
为小微企业减免增值税 405.33 万元，
减免营业税 1321 万元，撬动各类社会
资本达27.9亿元。

同时，围绕“黄金 19 条”政策，
张掖市制定出台了小微企业专项资
金、创业创新扶持基金等6项相关管理
办法和认定创业创新基地、众创空间
等 10 项政策措施，形成了“19+16”
的政策保障体系，为小微企业发展保
驾护航。

张掖市双创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两年多来，全市完成技术合同交易额
35.7亿元，其中小微企业完成 25.89亿
元；拥有授权专利 2260 项，其中小微
企业授权专利达1316项。

融资服务渐入佳境

为了扶持小微企业做大做强，

张掖重点支持投融资服务，构建了

“银行信贷+企业直接融资+政府平

台融资”的融资服务体系

“目前，‘免’的政策落实较好，
但是对企业发展只起到降低风险和成
本的作用。”黄泽元认为，想要真正把
企业做大做强，还要完善支持企业成
长的贷款政策、融资政策，支持科技
成果转化的政策等。

张掖市政府在支持市县两级创业创
新基地平台、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基础
上，重点支持投融资服务，构建了“银
行信贷+企业直接融资+政府平台融资”
的独具特色的融资服务体系。

在支持初创型企业方面，张掖市
推出了助创贷、贴息贷款担保基金两
大主力产品。助创贷采取政府注资、
银行配资、信用担保的方式，由政府
出资 3000 万元与兰州银行、建行甘肃
省分行合作推出，为187户小微企业发
放贷款 1.8亿元；贴息贷款担保基金由
人社部门整合市县再就业专项基金和
财政扶持资金，重点用于支持大学生
创业、失业人员再就业和创业创新，
为 9118名创业者、28户企业发放就业
创业贴息贷款7.08亿元。

此外，张掖市着眼于增强企业科
技创新能力，建立“互联网+政府服
务、企业服务、社会服务”的服务体
系和“创业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
育、基础教育”的人才服务体系，为
创业者提供优质服务。黄泽元表示，
下一步，张掖将大幅度改善政府服
务，把创业的社会总成本降下来，让
创业的环境更好。

启创低碳创业园是深圳首个以低碳
为主题的创客空间，运营半年来，吸引
了一批 3D 打印、智能制造、APP 开发
运营等低碳科技类企业及团队进驻。

“创业就像一次旅行，在旅途中我
们会独自上路，也会结伴而行，运营这
个创客空间也是如此。”启创低碳创业
园创办人刘鑫告诉 《经济日报》 记者，
希望依托外界资源向这个创业平台注入

活力及营养，为创业小伙伴提供力所能
及的帮助及支持，降低他们的创业风
险，让他们尽可能少走弯路。

启创低碳创业园所处的地域曾经是
生产雨伞的工厂，经济效益低，环境脏
乱差，安全隐患比较大。2014 年 12 月
份，刘鑫看中这个地方衔接深惠交通大
动脉、毗邻深圳国际低碳城的地理优
势，收购了厂房。

伴随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
刘鑫经过调研走访，最后决定在这里打
造专注于低碳产业的科创孵化器。他先
后投入5000万元，以符合高新科技企业
研发办公需求的标准，对旧雨伞厂分模
块分功能全面改造提升。改造后的厂房
面貌焕然一新，成为筑巢引凤的创业园。

在启创低碳创业园一楼，设有 150
个创业卡座办公位、28 个工作室、6 个
团队办公室，其中20个创业卡位无偿提
供给有当地户籍的创业者，鼓励当地居
民积极创业。二楼有 25 个独立的办公
室，供较为成熟的企业团队租用。创业
园内还设有开放式咖啡厅，配有食堂、
健身房、公共会议室、公共摄影棚等
设施。

除了硬件配套，刘鑫还组建创业服
务中心，引入专业运营服务团队，整合
创新创业服务资源，为园区入驻企业提
供经营管理、政策咨询、人才招聘、创
业辅导、金融、市场、信息等创业孵化
服务，推动企业快速健康发展。

深圳国际低碳城的辐射效应也让从
事相关产业的企业及创新团队纷纷来到
启创低碳创业园，希望借机形成绿色产
业集群，共谋发展。入驻创业园的深圳

市创绿新能源有限公司就是看中了这里
的低碳科技氛围，希望做大做强移动太
阳能这块蛋糕。

张沛霖半年前加入刘鑫的创业团
队，在他看来，启创低碳创业园在赢得
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在播撒低碳创业的
种子。“创业园建立之初就瞄准低碳主
题，致力于集聚科技、智能、环保要
素，坚持引进低碳、环保、科技、文化
型企业。”

截至目前，启创低碳创业园已入驻
节能环保类科技企业及创业团队 65 家。
为了确保园区企业符合产业导向，刘鑫
严把“招商关”，坚决拒绝有意进驻却
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的团队，并积
极引导其转型升级。目前，园区内有创
业及就业人员 530 名，创业及就业群体
大中专以上学历占 95%，还有 5 名深圳
市“孔雀计划”创业人才。

开园运营以来，启创低碳创业园先
后与深圳大学合作共建海绵城市实验
室，与坪地街道团工委合作共建坪地青
年创新创业基地，先后举办“创业大讲
堂”“创业沙龙”“创新思维”等各类创
新创业交流活动35场次，累计报名参加
的创业青年超过1500名。深圳启创低碳创业园举办青年创业指导和培训活动。 本报记者 杨阳腾摄

近日举行的 2017 北京国际设计周盛况空前。十大
主体板块活动，41个面积达5000平方米以上的分会场
和1个网络分会场，近千场设计活动和展览，超过800
万人次现场观看，在线观众 5000多万人次……一个个
数字刷新了北京国际设计周的纪录。

“今年对于北京国际设计周而言是非常关键的年
份，从国际前 40 强跻身前 4 强，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
于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资源积累和中国经济快速发
展对国外设计师的巨大吸引力。”北京歌华文化发展集
团副总经理、北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王昱
东兴奋地说。经过9年的发展，北京国际设计周逐渐演
变为一场呈现日新月异、潮流更迭的世界级设计盛宴，
也给大众提供了感受前沿思想、近距离接触设计大师的
难得机遇。

设计周起源于有着“设计界奥林匹克”之称的世界
设计大会，自首届创办以来始终以问题为导向，贴近城
市、产业发展所需，旨在将设计理念融入城市经济和社
会生活，促进设计资源的合理分布，推动设计与相关产
业的融合，在创新与传播设计理念、推进创意设计产业
发展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在多年实践的推动下，北京
国际设计周对于解决城市问题、提升城市品质、改善城
市生活方面的积极作用已逐步显现出来。例如，在北京
大栅栏、白塔寺、什刹海等区域，设计周充分发挥了搭
建平台、凝聚社会力量的作用，吸引艺术家、设计师、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居民等参与街区的更新改造，
形成了诸多专门针对区域典型问题的优秀设计作品，成
为城市更新中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

北京国际设计周积蓄的创意力量将如何完成市场转
化，实现经济价值呢？王昱东透露，设计周将主打“三
张牌”。首先要建立更多主题园区，加快北京国际设计
周主会场永久落地进程；其次要提升北京国际设计周的
市场化水平，配合北京文化中心建设，逐步形成辐射全
国，以设计版权为主的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再次是要设
立专项基金，投资设计产业，通过金融等方式放大设计
周效果。

“我们的新目标是将北京国际设计周打造成为城市
创新平台，而不再仅仅是一个设计类的大型活动。”王
昱东说。

甘肃张掖市高台县九发妇女创业孵化实训基地为当地妇女提供培训，并帮助她们创业。图为九发妇女创业孵化实训基地内，

妇女正在学习手工技能。 本报记者 陈发明摄

当前，外卖配送服务市场发展迅猛，但与此同时，
送餐超时、餐品不完整、外卖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等现象
也不断暴露出来。特别是外卖送餐“最后一百米”问题
日益显现。

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的数据显示，随着数字经济与
传统领域的深度融合，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达到2.09亿
人。以美团外卖为例，目前日完成订单量高达 1600 万
单，其中每天约有48%的订单来自住宅小区。

当外卖送餐员进出小区成为常态，部分小区物业出
于安全考虑会加强监管，禁止送餐员进入，或要求送餐
员登记个人信息。但这些做法仍然无法核验送餐员真实
身份，这让网络订餐服务的便利性大打折扣，也给物业
公司带来安全隐患、效率低下、管理不便等问题。

为了解决外卖配送“最后一百米”的困境，美团外卖
组建了专业技术产品团队着手研发“小区守卫”小程序。

“‘小区守卫’小程序不需要安装APP，物业公司、小区保
安只需要打开微信扫一扫外卖配送员的二维码，就能立
刻查验，十分方便。”小程序研发负责人刘潇潇介绍说，这
款小程序具有“身份核实”“出入管理”“轨迹追踪”三大功
能。当外卖骑手进入小区时，保安打开“小区守卫”小程
序或通过微信“扫一扫”扫描骑手端二维码，就可以一秒
验证骑手身份和订单情况，并且对外卖骑手进入小区后
的位置实时追踪，随时掌控小区内骑手数量、所处位置、
进入时长等信息。

作为小程序的首批试用者，美团外卖骑手北京望京
西站的任超群分享了自己的使用体验，“过去进小区签
名、登记、出示证件至少要 2 分钟至 3 分钟，现在用小程
序扫一扫，‘秒’过，省时多了。”目前，北京、广州、重庆等
多个城市数十个物业小区已经接入了小程序。

打通送餐“最后一百米”
本报记者 吉蕾蕾

面临地域偏远、自然条件

差、工业短腿、人才匮乏、要素

市场发育不全、经济总体实力

不强等诸多不足，甘肃张掖市

从完善政策措施、推进机制创

新、优化服务环境等方面探索

实践，积极建设各类创业创新

基地，大力支持小微企业发

展，走出了一条欠发达地区的

“双创”之路

北京国际设计周推动创意设计

产业发展——

“小区守卫”小程序可即时验证

送餐员身份和订单——

本报讯 记者郭静原报道：第二届国际第三代半导
体创新创业大赛日前收官，近百家参赛企业及团队已与
投资机构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

为进一步促进第三代半导体产业发展，助力参赛项
目实现落地，本届大赛联合国内知名投资机构设立了
100亿股权投资资金池，全面覆盖参赛获奖项目和行业
内创新创业项目，全方位打造资本对接产业平台。同
时，大赛联合中国科学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电
子科技装备集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三研究所等
21家行业龙头企业共同发布了 53个命题，应标成功的
企业或团队将获得龙头企业战略投资、技术采购、合作
研发等机会。

据了解，大赛自 2017 年 6 月份启动以来，共吸引全
球近700个项目报名参赛，涉及中国、荷兰、以色列、意大
利、美国、英国、日本等10多个国家。参赛项目涵盖光电
子、电力电子、微波射频等领域，包含传感器、集成电路、
LIFI 技术、OLED 显示、5G、紫外光源、无线充电等热门
技术及应用，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

国际第三代半导体创新创业大赛收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