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浦创业中心决定学习
国外，引入“导师”制帮扶创
业者，这样一来，即便日后
再有问题，创业者就可以请
教自己的导师。

■“我们做企业孵化器是服
务于创新的，很难想象一个
因循守旧的团队去服务于
创新，所以这个视野带给我
们一个基本要求，那就是你
必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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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概况
园区建筑面积 11 万平

方米，入驻企业 1800 余家，
年产值超过 36 亿，年税收
额 1.2 亿元（国地税总额），
2012 年区级财政税收 4281
万元。

特刊·科技园区在杨浦

8月8日，在“2013上海创新创业服务月”上，参观者正在试用园区一家企业的食品追溯二维码。杨浦创业中心通过组织企业参加创新成果展示，帮助科
技企业加速科技成果及技术有效转化和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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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区科技园区管理办公室 杨浦时报 联合推出

■记者 毛信慧 实习生 刘瑾 文/摄

如果说“蝴蝶效应”中，一只蝴蝶煽动翅膀就
可以引发一场龙卷风，那么上海杨浦科技创业中
心（以下简称杨浦创业中心）就是那只奋力煽动
翅膀的蝴蝶。

从当年糖果厂两层楼破厂房的旧址开始，到
如今孵化面积达11万平方米；从默默无闻到创立
全国孵化器五大模式之一的“杨浦模式”；从只做

“物业管理加常规孵化服务”到形成“创业苗圃－
孵化器－加速器”完整企业发展服务链，入驻企业
从最初的20余家繁衍至今天的1800余家。16载
的风雨，记载着杨浦创业中心的改革创新之路。

引入“导师”制创业少走弯路
7月30日，唐闻铭像往常一样，来到谢吉华的

办公室，向他请教企业经营中碰到的一些问题。
谢吉华是上海杨浦科技创业中心的负责人，

除了担任总经理外，还拥有另一层身份——创业
导师。在他的辅导下，多家初创企业化蛹成蝶，
成功毕业。

而唐闻铭也在他的辅导下建立了多家公
司，其中上海莱升软件咨询有限公司已成为我
国企业 ERP 软件本土化领域中市场份额最大
的一家咨询服务公司。“师傅谢吉华不仅对公司
团队建设、业务拓展提供了很多有益建议，还让
我对许多创业支持政策有了深入的了解。”唐闻
铭说。

事实上，莱升一路走来，也走过不少弯路。
唐闻铭告诉记者，早在 2005 年，公司就开始把
目光投向海外市场。彼时，莱升主攻中欧通关
平台，主要为中国企业提供电子化的报关单，涉
及海关、税务、财务等多个方面。为了更好地开
拓欧洲市场，唐闻铭在 2006 年单枪匹马来到荷
兰，雄心勃勃想要在荷兰开设分公司，继而进入
市场。

“起初我是通过自己的关系去找。”唐闻铭回
忆道。尽管他有着一口熟练的英语，但是依旧不
得门路，甚至卡在租赁办公楼、雇佣员工、办理外
派员工工作签证这些基础事情上，他发现全然陌
生的环境和文化氛围让一切都变得不容易。

之后，唐闻铭还尝试过和荷兰当地的事务所
以成立合资公司的形式开拓业务。然而效果也
不理想，“文化差异会让双方在沟通和决策时面
临许多障碍。”在四处碰壁后，唐闻铭逐渐意识
到，想要在这个陌生的市场上，单独依靠自己的
力量站稳脚跟几乎很难实现。

“直到2008年，与杨创接触以后，借助着中荷
孵化园项目的平台，我们得到了荷兰商务部的接
待，荷兰领事馆和外商投资局也给予了帮助。”很
快，唐闻铭通过对口咨询窗口，顺利找到了合作
伙伴。“没想到仅仅5天的行程，我们就获得了‘风
车之国’的入场券。”

不仅仅是唐闻铭，园区的大都数企业都是中
小科技企业，社会资源有限，缺乏专业技术类人
才是它们普遍遇到的问题。为了让创业者们少
走弯路，杨浦创业中心决定学习国外，引入“导
师”制帮扶创业者，这样一来，即便日后再有问
题，创业者就可以请教自己的导师。

2011年，上海莱升软件咨询有限公司入驻荷
兰代尔伏特孵化园，该园区为外商提供了相当低
的准入门槛，企业可利用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丰
富资源，获得更多发展机会，而莱升也成为国内
走向荷兰进行国际孵化的第一家企业。“过去我
一直以为‘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
如阅人无数’，后来才发现，原来‘阅人无数不如
明师指路’。”唐闻铭笑着说。

血脉里流动着创新
1997年，上海高科技企业杨浦孵化基地成为

上海第一家在高校附近建立的科技企业孵化
器。园区成立的初衷是希望汲取国外成功的经
验，依托复旦大学的优势，通过购买复旦大学周
边一家工业企业，改建成为创业园区。“杨创的成
立本身就是一个创新之举。”谢吉华告诉记者。

作为事业单位，杨浦孵化基地最初3年多的
工作还只是以吸纳企业入驻为主，收入仅能维持
开支，孵化基地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完全靠政府
输血，一定不是创业孵化的出路。”在谢吉华看
来，想要维持创业中心的持续发展，必须采取部
分自救的方式。

2001年杨浦创业中心迈出改革第一步，将经
营权和所有权分离为：一个市场化运作的公司
（孵化基地公司）和一个非盈利性的事业单位（创
业中心）。如此一来，杨浦创业中心形成一套政
府持续帮扶创业的体系，同时，创业中心也像一
个企业开始市场化运作。

这种“两条腿模式”很快显示出了威力。上
海高科技企业杨浦孵化基地有限公司靠264万元
流动资金奇迹般地盖起了两栋现代化大楼，让原
本6000平方米的旧厂房变成了60000多平方米的
两栋大楼。

2005 年，园区开始进行第二次体制机制创
新。杨浦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和杨浦高科技
企业孵化基地有限公司进行了改制重组，成立了
杨浦科技创业中心有限公司。这次的体制机制
改革有效整合了创业服务中心和基地公司的

“软”、“硬”资源，放大了政策扶植和市场化运作
杠杆的作用，有效提升了国家级创业中心的品牌
影响力。“合”的结果，使孵化器建设向市场化运
作又跨出了一大步，这让杨浦创业中心从一个很
小的孵化器“变身”为上海最大的孵化器。

近年来，在孵化器领域里，杨浦创业中心已
成为“创新”的代名词。它的每一次创新都引领
着行业发展方向：全国第一家由孵化器建立的

“创业苗圃”；第一家由孵化器作为主发起人的小
额贷款公司；国内首家拥有贷款和投资功能的企
业孵化器；建立起以“创业苗圃－化器－加速器”
为核心的创新服务体系；创立了被誉为全国孵化
器五大发展模式之一的“杨浦模式”。

正如谢吉华所说：“我们做企业孵化器是服
务于创新的，很难想象一个因循守旧的团队去服
务于创新，所以这个视野带给我们一个基本要
求，那就是你必须创新。”

“这不是职业而是事业”
每年，杨浦创业中心的员工都需要考试，高

层出题，员工作答，考试成绩记录到员工的成长
档案。“从上午 9 点考到下午 5 点，实打实的考
试。”谢吉华回忆，“以前我每天批试卷到半夜。
当然也有人质疑，杨创是‘三不像’——不像外
企、不像民企、不像国企。”但值得一提的是，在
杨浦创业中心，未来的职业经理人们正在不断
吸收养分，经历着淬炼的过程。“杨创是培养职
业经理人与职业投资人的地方。我一直对我们
的团队讲，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我们的职业而
是我们的事业。”

去年，杨浦创业中心被上海市政府授予“上
海市政府质量金奖”，在全市范围内只表彰了七
家企业。杨浦创业中心又成为了第一——科委
系统的第一家企业，杨浦区历史上第一个获得

“质量金奖”的企业，中国孵化器历史上第一个获
得政府质量金奖的孵化器。需要注意的是，“质
量金奖”并不单是对产品质量的认可，而是对企
业整个卓越绩效管理体系的整体评估。这可以
说是对杨浦创业中心的又一次肯定，也代表着孵
化器行业正逐渐得到认同。

言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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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李小佳

■闫祥岭 姚友明

■段菁菁

时事聚焦

■翟永冠

守“底线”
不能仅靠一纸严判

怎样面对观影分歧

人民日报海外版：
宪政本质上是一种舆论战武器

站在美国实施信息舆论心理
战的角度看，为了渗透并颠覆社会
主义国家，仅仅依靠那些极右翼的
文人或“脱党分子”等共产主义叛
徒，宣传赤裸裸的资本主义，恐怕
会适得其反。于是，社会主义宪
政、民主社会主义等渗透路径就被
开发出来了。

人民法院报：
法治社会不容舆论审判

法律是追求正义的，但是是通
过确定的、可预期的、明确的方式
来实现这种追求，这样的方式常常
被称为最“正当程序”。 近日来，随
着李某某案律师的一封公开信，刚
刚淡出公众视野的李某某案再次
浮出水面，公众、学者、公知、新闻
界人士再次在微博上“大打出手”，
微博迅速变成了没有硝烟的战
场。这种舆论暴力让人不安。

对患“软骨病”者来一次全面体检

教师猥亵女童、医生贩卖婴
儿、法官集体招嫖……本该受人尊
敬的“神圣”职业，近日却频频曝出
令人发指的丑恶事件。作恶者终
将受到法纪的严惩，但类似行径对
其职业形象的破坏，及其带给人们
的心理冲击，绝不是一纸判决就能
救赎的。

无论是作为“人类灵魂工程
师”的教师，还是“白衣天使”医生，
或是代表公平正义的法官，天然就
比其他职业有着更高的道德要求
和公众信任。医生“拒绝一切堕落
及害人行为”的希波拉底誓言，法
官入职时“恪守职业道德”的誓词，
就体现了其行为约束的严格标
准。此类行业从业者利用职业的
便利和权力徇私枉法，不仅不易被
察觉，还将侵蚀整个社会的信任之
基，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

如果说个别“害群之马”难以
避免，那么当“禽兽教师”接连出
现，产科医生一再卖婴，多名法官
集体沦陷时，我们有必要反思：当
前一些职业管理中是否存在制度
上的缺陷和纰漏？对教师、医生和
法官等特殊职业人员的考核是否
过多倚重技术优劣，缺乏对道德水
准的重视和考量？

“德者才之帅也”，特殊行业职
业道德建设尤为重要。教师、医生
和法官等职业，承载着极其厚重的
社会信任。遗憾的是，当前对此类
特殊职业考核中，轻职业道德重职
业技能的现象比比皆是，在一些职
称评比、职位选拔过程中，职业道
德往往被抛之脑后。陕西富平医
生贩婴案涉案医生就曾因医德差
被撤职，但之后居然被提拔为产科
副主任，再次手握事关婴儿生死去
留的大权，其中考核标准的巨大偏
差一目了然，却长期被熟视无睹！

责任越大，所受的约束就应该
更严。9日，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对几
起侵害学生的恶性案件作出回应，
要求对教师中的败类坚持“零容
忍”；同一天，陕西省卫生厅提出，要
查找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中医德医风
建设存在的漏洞。我们期待相关表
态能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建章立
制，通过有效的约束监督机制，防范
此类事件再次发生，重塑良好的职
业形象和公众信任。（来源：新华社）

武侠走进生活，江湖倒灌现实。主流门派汇集的天山武林大会正如火如荼。惊
叹于各门派华丽亮相后，令人神往的武侠世界却展现出了另一面，崆峒掌门在武林大

会险被观众打败成为热点话题。很明显，在“全民健身日”到来之际，“大师”尴了个不大不小的尬。
武术逐渐褪去神秘无敌光环，互联网上有人查询传统门派功夫传人和国外高手对战历史，有人列举当今世界主

流职业格斗赛事，以此说明中国武术不仅难言无敌，甚至实际格斗能力偏弱。
这着实令人难以接受。纠结之余，我们不妨还原传统武术原本具有的强身健体功能，把目光从“大师”身上转移

到全民健身上来。 ■高微

“大师”的尴尬

别忘了笔尖上的美

电影《小时代2》刚刚在全国公
映，《小时代》面世后引发的热议还
余音未了，这种热议不仅源于影片
票房飘红，更因为其引发的观影分
歧，以及这种分歧的不断发酵。

《小时代》放映之初，就有影评
人对其进行了非常不客气的批评：
该片对物欲和美色的炫耀完全是
恶趣味的，对于富和美的观念，如
同一个小时候挨过饿的人，没有淡
定或自然的快乐，只有病态的贪
婪。而一些影迷显然不能接受别
人如此诋毁他们向往的青春生
活。随着影片关注度的增高，有人
说好，有人评差；有人爱极了里面
的“炫青春”，有人深恶痛绝影片中
的“炫富”情结。

其实，一部影视剧在不同观众
眼中，呈现出不同读本的现象，并不
鲜见。曾经风靡一时的偶像剧《流
星花园》就是典型一例。当时，不少
懵懂少年沉醉于道明寺和杉菜的爱
情世界，影片主角对于友情、亲情、
爱情等青春话题的困惑，也曾被人
当头棒喝，并警示剧中拜金色彩对
青少年价值观的负面影响。

电影历来被誉为“梦工场”，作
为一种文艺形式，电影也总能折射
出社会现实生活的不同方面。对
于一部电影，不同生活经历、年龄、
性别、偏好的观众，常会品出不同
的味道。就《小时代》而言，喜爱的
观众，往往是强调“我的青春我做
主”的年轻人，他们看重的是电影
中青春张扬的一面，喜爱偶像剧中
的帅哥、美女，醉心于影片中的青
春故事与青春困惑。而持批评态
度的观众，往往是经历了世事沧桑
的成年人，他们更能轻松跳出青春
的“幼稚”和“天真”，犀利地看到拜
金思潮涌动对社会的伤害。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正
步入一个多样化的社会。这时，类
似《小时代》的不同评价，必然会更
多。而问题是，我们该如何看待这
种差异，是贴上群体性心理对抗的
标签，还是看作多样化社会的自然
体现？

在一个日趋多元的社会中，一
部电影、多种评价，其实再正常不过
了。回顾过去的生活，我们应当看
到，这肯定不是一种退步。难道对
于一部电影，观众只能有一种评价、
一个看法才正常吗？持不同评价的
人，可以讨论争议，但不一定非要
辩出个你对我错，更不必在不同观
点中增加火药味。我们要做的不
是把两者对立起来，而是要在不同
观念之间搭一座桥。如何耐心地
彼此倾听，用心去理解对方的观
点，以开放心态吸取对方意见中的
有益部分，这才是在价值观多样化
的时代中，真正应当引起思考和予
以回答的问题。 （来源：解放日报）

近来，一些地方屡屡传出党员
领导干部在办公室设“镇邪兽”、“转
运石”，甚至请风水大师对办公室重
新摆设或对办公楼周围作出调整，
以换来好运保官员“不倒”，引起舆
论哗然。

坚定理想信念、坚守精神追求，
这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如
今，官员领导干部“不问苍生问鬼
神”，把自己的未来寄托给“大师”
或“神人”，凸显出精神“缺钙”何其
严重。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全
国人民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而振奋，希望过上更加幸福美
好的生活。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

“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
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要“努力向
历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
卷”。面对沉甸甸的历史责任，广大
党员干部准备好了吗？

应该看到，世情、国情、党情深刻
变化，党也面临着新的挑战。面对

“四大考验”，必须加强对精神懈怠、
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四
大危险”的防范。“党坚强有力，党同
人民保持血肉联系，国家就繁荣稳
定，人民就幸福安康”，“落实党要管
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习近平总书
记的系列讲话振聋发聩，令人警醒。
迎头痛击作风之弊、贪污腐败，对患

上“软骨病”者来一次全面体检，才能
增强全党的理想信念，提升精神境
界，带领全国人民始终朝着党所确立
的目标前进。

“软骨病”的实质是精神问题。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现实生活
中，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
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
从李春城、刘铁男、郭永祥等近期被
查的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来看，哪一个
不是因为丢失信仰、迷失自我才最终
堕落的？

多晒太阳有助于补钙。当前，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深
入开展，让广大党员干部走出办公
大楼，深入基层一线，多到群众中
去，多晒实践的“太阳”。根据“照镜
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

求，早日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
个大扫除，才能杜绝精神空虚，给精
神“补钙”。

加强学习也能防范“软骨病”。
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
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党纪党章的学
习，加强对世界各国历史文化的学
习，以学益智，以学修身，从学习中看
成败、鉴得失、知兴替，从学习中知廉
耻、懂荣辱、辨是非，从而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通过学习开
阔胸襟视野，提高能力水平，做到内
化于心、外化于形。

党所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历经90多年艰苦奋斗的中国共产党
人，必将继续从严治党，永葆青春活
力，永立时代潮头，永做中国人民奋
勇前行的精神支柱。（来源：新华社）

只有30%的成人体验团写对了
“癞蛤蟆”一词，而“熨帖”一词，只有
10%的正确率。一个暑期的电视特
别节目，变成了一道让当代中国人
尴尬与汗颜的“公众考题”。

当代中国人“提笔忘字”的现象
早不陌生。调查显示，94.1%的人都
曾有过提笔忘字，其中26.8%的人经
常会提笔忘字。当汉字在笔尖上变

得生疏和踌躇，网友纷纷扼腕。互
联网时代，我们习惯于敲打键盘，越
来越多的人患上“失写症”。但更深
层次的原因，是人们对汉字“敬畏之
心”的淡漠。古人常说“一字为师”，
而在浮躁心态之下，人们对于汉字
书写已相当草率，甚至积非成是、将
错就错。不坚持正确书写，谬误就
会乘虚而入，这委实是汉字和汉语

言文化的莫大尴尬。
键盘时代的高效与用笔书写的乐

趣，并非是“二选一”的关系。在速度
和效率面前，我们大可以使用键盘，但
在不需要过于追求速度与效率的时
候，我们能否拿起久违的笔，写一封
信、题几句诗，这不仅是对中华汉字文
化的一种传承，或许更是一种获得温
暖与真诚交流的方式。（来源：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