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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之“树”，在杨浦孕育成“林”

要闻·综合

■记者 窦雨琪 文/摄

本报讯 近日，第九届上海杨浦全
球“创业之星”大赛总决赛在历时三天
的激烈角逐后正式落下帷幕。这场由
杨浦区人才工作局主办，区国资公司、
区投促中心和区高层次人才中心联合
承办的全球性创新创业赛事，以“资本
赋能人才，新质驱动发展”为核心理
念，吸引了来自文化创意、生命健康、
未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信息技术及
绿色低碳六大赛道的129个全球顶尖

项目同台“竞技”，为杨浦科创领域发
展注入了澎湃动能。

当天，以“共话创新初心·擘画创
业蓝图”为主题的第九届杨浦全球“创
业之星”大赛畅谈会于科学家社区同
步举行。4位来自不同行业的嘉宾围
绕“杨浦如何织就人才生态网”这一主
题，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杨浦的人
才这一步走得很早、走得很深……”市
委组织部、市人才局相关同志感叹
道。其中，“创业之星”大赛在吸才、引
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其中，“创

业之星”大赛在吸才、引才发挥着不可
忽视的作用。

作为杨浦最具影响力的创业赛事
之一，本届大赛总投入突破1亿元，其
中既包括约 100 万元大赛奖金，还包
括首次引入的市场化直投基金 7000
万元。同时，大赛叠加了3600万元人
才计划专项经费，目前已形成“政策+
资本+产业”三位一体的扶持体系。
区人才局相关负责人提到，“我们希望
通过这种深度融合的形式，让每一颗
创业火种都能在杨浦这片沃土上长成

参天大树。”
决赛现场，来自新加坡、美国等地

的国际化团队与本土创新力量同场较
量，均展现出极高的专业水准和创新
激情。记者观察到，入围决赛的项目
不仅包含了颠覆性的技术突破，还涵
盖了商业模式的创新。为此，参赛项
目负责人蒋越感受颇深。

“能从 1000 多个优质项目里脱
颖而出进入决赛，我们心中既兴奋又
激动。兴奋的是我们可以通过此次
大赛让更多专家、大咖看到我们的项
目并给予意见建议；激动的是我们非
常期待未来能在杨浦这片‘热土’扎
根……”蒋越说。

与往届相比，本次大赛的评审团
阵容更强、规格更高。路演现场，由
30 位院士、教授、产业专家及投资机
构代表组成的评审团现场从技术可行
性、市场潜力、资本回报等多维度对项
目进行了综合评估，并为创业者们提
供了切实可行的战略性指导。

“虽然很辛苦，但是很值得。我觉
得本届大赛进入决赛的项目水平都很
高，不少团队的技术壁垒已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这让我们评审团队倍感欣
慰。到了决赛阶段，我们会更侧重项
目的‘长期价值’和‘多方协同’能力，
这也是我主要的评判标准。”上海电力
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吴江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大赛还首次
设立了“线上+线下”双通道路演模
式，并按照种子期、天使期、成长期分
组评审，既保障了赛事的专业度，也为
早期项目提供了展示舞台。

近年来，杨浦始终将人才视为创
新发展的核心引擎。据区人才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本届大赛的获奖项目除
奖金外，还可叠加享受“3310”人才计
划的办公用房补贴、人才落户等数十
项政策支持。

从 2016 年首届赛事吸引数百个
项目，到如今成为链接全球1200多个
优质项目的国际化平台，“创业之星”
大赛九年耕耘，硕果累累。下一步，杨
浦区将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重点推
进赛事能级、服务链条和生态体系“三
个升级”，持续放大这一创新创业品牌
的国际影响力，为杨浦“三篇大文章”
注入不竭动力。

一株企业“幼苗”如何在
杨浦长成“参天大树”

在今年3月召开的杨浦区科技创
新大会上，一款 DeepSeek R1 模型尤
为引人注目。用户在访问“模型体
验-文本模型”即可一键解锁稳定的
DeepSeek R1 满血版及蒸馏版体验，
还可一键部署 1.5B、14B、32B 蒸馏版
本，5 分钟就能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
DeepSeek。

这款模型的上线方名为道客——
一家土生土长的杨浦企业，专注云原
生领域。2014年，道客创始人、首席执
行官陈齐彦携一众伙伴，来到杨浦大
学路创智天地，创办了道客。当时公
司里只有7、8个人，只拥有一间小小的
临时办公室，所有人挤在一起，灵感和
创意却不断喷涌。一个多月后，道客
拿到首笔融资，转而在另一大楼租下
两间房。2021年，企业持续发展，又迁
至杨浦的高新科技园区尚浦中心……

发展路上，许多风景皆与杨浦有
关。在人才上，杨浦以复旦大学、同济
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百年高校，为企
业不断注入新鲜血液；在政策上，杨浦
持续落地优化营商环境相关举措，覆
盖企业发展全链条；在服务上，杨浦的
企业集聚良好生态为道客提供了源源
不断的合作资源。

转眼间，11年过去。国家级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上海市高新技术
企业、上海市“专精特新”企业、上海市

“科技小巨人”企业、科技领域准独角
兽企业、入选科创板培育企业名单
……无数光环加身，道客在云原生领
域一路飞驰，行业客户上千家。

成功在杨浦，道客不是偶然。

最初办公空间捉襟见肘的声网
Agora，成为实时音视频API平台行业
开创者、专业服务商；初来杨浦时仅在
长阳创谷租下一个700元工位的意仕
腾，现成为即将推出“AI教师”的教育
科技代表性企业……越来越多的企业
以“幼苗”形态来到杨浦，快速成长为
一棵棵“参天大树”，杨浦的“水土”为
这些新鲜创想提供了坚实的力量。

“群落式”布局，构建数
字“热带雨林”

在杨浦，有一句话常被创业者们
挂在嘴边：“上下楼就是上下游，不出
园就有产业链”。此“园”即园区，是培
育科创企业的重要场域。

大创智创新发展示范区，是杨浦
科创园区的典型代表之一。园区以

“文化+科技”为特色，“产业集聚、深
度融合的复合创新知识社区”为定位，
包括以创智天地为代表的3.6平方公
里核心区和 4.6 平方公里拓展区，共
8.2 平方公里。超过 400 家高新技术
企业被吸引至此，约占杨浦的47%；17
万名知识工作者在此创业、工作、生
活，感受数字时代的脉搏。

去年，苹果 CEO库克来到杨浦，
探访的就是一家大创智游戏企业——

“叠纸网络”。这个名字，“二次元”年
轻人不会感到陌生。其推出的3D乙
女游戏《恋与深空》，上线后一度冲上
App Store畅销榜第一，销量创下女性
向游戏神话。在文化传播方面，“叠纸
网络”通过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故宫
博物院等机构深度合作，成功将中国
传统文化融入游戏产品，并出口至全
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身处大创智，“叠纸游戏”的最大

感触是“太方便了”。上下游企业在园
区内集中汇聚，从MCN机构服务，到
在线直播算力支持，从 VR 技术赋能
到特色IP宣发，横跨各个数字经济业
务领域，形成了一张四通八达的产业
网络。园区时常通过企业交流会、项
目分包合作等形式，鼓励企业相互认
识、分享经验，促进业务交流。

大创智之“创”，绝非闭门造车，而
是“共创”。这些年来，园区、校区、社
区在大创智实现多元共创，穿越线上
线下，包揽科技文化，让独具特色的高
水平双创成果在这里涌现。

而这一经验并非大创智所独有。
长阳创谷、环同济……越来越多的产业
园正在挖潜“共创”潜能，以“群落式”布
局，构建起一片片数字“热带雨林”。

三区联动，共建活力“生
态圈”

当数字“热带雨林”已经成型，自
然会有越来越多的数字企业自发向此
集聚，形成正向的生态循环。

湾谷科技园，与复旦大学、同济大
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海
军军医大学等知名高校比邻，因与硅
谷有着相似的区位优势而命名“湾
谷”。完善的园区配套，吸引了一批总
部企业和双创企业入驻，也带动一大
批相关上下游企业进驻，包括中兵北
斗、千寻位置、复旦微电子等业界翘
楚，引发企业入驻“虹吸效应”。

在服务方面，园区内国家技术东
部转移中心、上海技术交易所、湾谷首
贷服务中心、绿色低碳概念验证中心
等平台云集，实现科技成果的高校研
发、平台转化、园区孵化“一条龙”。面
对园区内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属地

新江湾城街道则与上海城投一起提供
“加”“减”“乘”“除”四大算法服务，简
化企业办事流程，解决企业实际困难。

去年，由杨浦区人民政府政府与
复旦大学、上海城投三方共同发起的
未来谷——湾谷创新中心在湾谷科技
园正式揭牌，更为其强化科技创新策
源力注入一剂强心针……

在杨浦，区校企“邻里情”日益深
厚。在“四个百年”历史积淀的基础
上，越来越多企业与政府、高校、社区

“牵手”“相拥”，形成蓬勃的发展合力，
让技术成果的落地转化“跑”完“最后
一公里”。

抖音、B 站、美团、小红书……一
众“大厂”在杨浦，杨浦却不止有“大
厂”。未来，杨浦将继续推动数字经
济、智能制造等新质生产力领域的发
展，优化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加强政策
支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入驻企业
提供更加优质的发展环境，吸引更多
的人才、企业与创新资源汇聚于此。

在杨浦，创业不是孤独的远行，而
是群体的共舞。这里的企业、高校、政
府正携手编织一张数字经济的“生态
网”，让每一棵“树”都能找到生长的土
壤，最终连片成“林”，荫及未来。

■汤顺佳

创业火种在杨浦持续点亮
第九届上海杨浦全球“创业之星”总决赛落幕

在杨浦，一家初创企业可能只需几年就能从“工位”长成“独角兽”——这里的创新生态，正让越
来越多的“幼苗”成长为“参天大树”。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在上海的东北角，正是一派生机勃勃——3月，杨浦区宣布建设杨“数”浦
新质秀带创新区。近年来，这片双创热土持续借助高校院所集聚、创新创业活跃等优势，因地制宜
发展壮大数字经济，以其独特的创新生态和产业布局，逐渐成为上海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承载区。

作为杨“数”浦新质秀带创新区的核心功能区之一，产业创新承载区主要承接科技创新策源区
成果转化项目，汇聚国际化创新要素，打造数字经济等新质生产力承载空间，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
创新，面积约30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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