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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创新创业

———杨浦区创新创业先进典型事迹选登（二）—杨浦区创新创业先进典型事迹选登（二）

创新创业 勇立潮头 百舸争流

谢吉华现任上海杨浦科技创业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高
新区协会创业中心专委会副主任、全球杰出青年社区（中国）社区
执行主席、上海市工商联执委、上海中小企业研发外包服务中心理
事长、上海科技企业孵化协会副理事长、上海市青年创业协会副理
事长等职务。曾获得上海市杨浦区先进工作者、上海市杨浦区科
技企业职工立功竞赛先进个人、国家科技计划（火炬计划）实施 20
周年先进个人、杨浦区第七批拔尖人才、上海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建设发展突出贡献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谢吉华自 2001年起担任杨浦创业中心总经理以来，先后主导
两次创业中心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创立了被誉为全国孵化器五大
发展模式之一的“杨浦模式”，使得创业中心孵化面积从 6000平方
米发展到 11万平方米，资产总值由 4500万元增加到 10亿元，成为
上海市资产规模最大、服务功能最完善的科技企业孵化器。

科技孵化器承担着培养科技创业企业和人才，以及加速科技
成果转化的重任，在谢吉华的主持下，2001年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
联合上海复旦科技园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杨浦科技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共同出资发起成立了上海高科技企业杨浦孵化基地有限公
司，引进了市场化、企业化的运作机制，形成了基地公司拥有所有
权，负责基地硬件建设，原杨浦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行使管理

权，负责企业孵化培育的新格局。
2005年，杨浦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和上海高科技企业杨浦

孵化基地有限公司改制重组为上海杨浦科技创业中心有限公司，
取消了原有创业中心的事业单位编制。重组而成的公司完全以企
业化方式运作，在谢吉华的带领下推出了一系列服务举措，提升创
业中心的孵化服务能级，努力拓展孵化服务的范围和功能。

2007年，谢吉华提出了建设孵化器集团化发展道路的战略规划。
经过6年的改革，对内形成了以投资、小额贷款、商务、物业、复旦创业
中心及环保等专业孵化器的多家具有不同功能的业务子公司和专业
化服务公司。对外参股上海财经大学科技园、上海电力科技园、上海
同济科技园创业中心、上海中图创意产业园等多家科技园区和孵化
器。实现了集团管理从操作管理型向战略管理型转变的目标，为上海
高新区范畴内的科技孵化事业的创新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之路。

在谢吉华的带领下，杨浦创业中心经持续改革创新和强化孵
化服务能力，为区域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杨浦创业中心现有
服务企业近1600家，2008年专利等知识产权申报208项，2011年已
达到598项。2012年园区企业上缴国地税总额达1.24亿，创业中心
为企业融资总额从2008年的8000万元猛增长到2012年的10亿多，
园区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快速成长，上海华平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成
功登陆上交所创业板，上海花千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在美国纳斯达
克上市，还有更多的园区企业积极跟进，改制迈入上市轨道。

创业中心的经营业绩得到了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与赞誉，先后被评为国家级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国家级中小企
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高新技术企业，先后获得全国科技管理系统
先进单位、上海市火炬计划实施二十周年先进单位、上海市文明单
位、上海是企业文化建设示范基地、上海市 A 级创业中心、上海最
具活力创业园、“上海名牌”、上海市质量金奖等荣誉称号。

谢吉华热爱公益，十分注重培育青年，“仰视创业者”是他一直
以来的座右铭，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积极投身于公益事业和青年
创业领域。2009 年开始担任团中央领导下的公益组织 YBC 的上
海杨浦办公室执行总干事，2012年出任全球杰出青年社区（中国）
社区执行主席。4年来，他带领YBC杨浦办累计扶持项目 152个，
带动就业1500人；招募导师212名，提供志愿者服务15560小时；发
放专项扶持资金511万元，撬动年均营业总额1.5亿元；组织创业培
训近50场，培训辐射人群5000人次。

让科技创业企业遍布杨浦

王斌，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管理工程专业，创办了上海浩云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 第一次踏入杨浦时，王斌还是个懵懂少年，经过
高考的拼搏，成为一名同济大学的学生。虽然主修建筑管理工程，
但是新兴的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引发了他强烈的求知欲。于是，他
在业余时间参加了微软、思科的认证学习，并在毕业后选择深圳华
为公司作为自己职业生涯的起点。

离开上海的几年里，王斌全心投入信息和通讯行业的产品研
发和管理，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当再一次回到上海这片热土
的时候，王斌毅然选择到杨浦创业。

2012年，王斌研发的爱维码推出了“爱，让世界新生”大型主题
日活动，通过太空对话、NGO联合展示等活动，让爱在上海的各个
角落闪动，唤起人们对当下的珍惜。

2013年，爱维码的创新之路仍在延伸，为了保持爱维码的创新
性和在年轻人中的认知度。爱维码和同济中芬设计中心进行深入
合作，作为 2013中芬移动创新课堂的重点研究课题之一。来自各
学科专业的同学们聚集在一起，通过几个月的workshop，为爱维码
的未来发展方向群策群力，设计正能量传递方案。

此外，爱维码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合作，为《挑战压轴题》系
列书籍设计爱维码，和微信高效互动，华师大出版社将为每一次关
注捐赠 0.1元，用于灾区的救援。多方共赢，是爱维码始终倡导的
理念。

王斌回忆起当初起步时的林林总总，最初的创业道路走得颇
为曲折，在居民区里商住兼顾，创业方向几经变换。正当王斌在迷
雾重重里愁眉不展的时候，他遇见了 YBC，成为 YBC 杨浦办的创
业青年，并得到鲁育宗导师一对一的创业指导。

创业是艰苦的，王斌为了公司业务的发展，将大部分的资金投
入到公司前期研发和运营。在YBC杨浦办的帮助下，王斌的创业
之路逐步走上了正轨。他专注于物联网及移动互联网领域并创建
了 utag 品牌，基于二维码、HTML5、智能手机 APP、纳米材料等技
术，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帮助企业提升品牌价值，有效解决了产品
营销、防伪、溯源等多项需求。2011年，公司获得科技部“科技型中
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第一批项目立项以及“软件企业认定证书”；
服务的客户包括上海大众、林内、上海电建、江苏邮政等企业。2013
年，公司完成了创新基金的验收，并提交申报高新技术企业。

2012年，王斌成为全球杰出青年（中国）上海杨浦分社区的首
批成员。YBC 的公益力量成就了王斌的事业，也带给了他荣誉。
当然，YBC的感恩理念也让他深刻意识到作为创业青年应尽的的
社会责任。

公司的 csr项目“爱维码 iwill”，通过“新技术、新媒体、新公益”
的积极探索，帮助公益组织获取更多的传播和关注。2012年，上海
爱维码青年创新中心已为中国扶贫基金会、麦田教育基金会等 20
余家公益组织免费度身打造了“爱维码”并提供相关移动互联网服
务，其中既有国内外一流的基金会和公益组织，也有默默无闻、脚
踏实地的草根NGO。王斌的导师鲁育宗看创建的“爱维码”品牌，
是充满爱心、创意和活力的移动互联网公益解决方案。它像一个
入口，可以让大众简洁明了地了解一家NGO的公益项目。鲁育宗
对王斌的评价是“敢于担当、追求卓越和对世界的贡献力是王斌和
他的团队共同的梦想和承诺，也是社区文明的传递”。

创业创新是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但也因此而满载着希望和梦
想。在这条道路上，王斌正努力前行，成为社会创新的一股推动力。

——记上海浩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王斌

叶松青主要从事建筑工程设计管理和上海市建筑学会管理
服务工作。他于1992年底开始创办企业，目前担任上海经纬建筑
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院长。

2008－2010年期间，叶松青带领设计师团队参与“迎世博600
天”上海市重点区域建筑整治城市设计，先后完成徐汇、长宁、卢
湾、闸北、虹口等共计314万平方米建筑整治工程的设计工作。此
项工作获得“上海市科协系统第十一届科技咨询和技术服务优秀
项目三等奖”。

由叶松青领衔参与的多个项目获得省部级设计奖项。“芜湖
市第二人民医院急诊楼医技住院综合楼工程项目”获得2011年上
海市工程设计优秀奖。由他主持设计的全复式住宅房型获同类
型第一个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近年来，经纬设计研究院着力于保障性住房、城镇化与新农
村建设、绿色建筑、养老建筑等的研究与实践，现已作为主编或参
编单位参与由国家住建部主持的 6 个规范标准或图集的编制工
作。叶松青带领专业团队分别于2005年和2008年完成《上海市重
大工程配套商品房、安居房房型设计专题研究报告》和《保障性住
房房型研究》，这些科研成果在全市的大型居住社区规划建设中

得到应用和推广，先后完成了周浦、康桥、航头、江桥、顾村、华新、
浦江镇等地块的九个大型保障性动迁用居住社区基地规划设计，
总规划面积达 13 平方公里，总建筑面积达 1200 万平方米。叶松
青被聘为国家《保障性住房建设标准》研究工作组专家，2011年，
经纬设计院更作为主编单位参与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保障性
住房标准设计样图》的编制工作，之后又参编国家《公共租赁住房
标准设计样图》。

此外，叶松青还带领团队积极投入上海市的援疆工作。自
2011年底进疆考察以来，经纬设计研究院援疆规划团队立足喀什
市泽普县，已陆续完成泽普县3个乡的总体规划和21个村的村庄
规划，“泽普县阿依库勒乡总体规划”获得上海援疆规划设计优良
奖，并被评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规划示范项目；“泽普县赛力乡
色日克库拉克村村庄规划”获得上海援疆规划设计贡献奖。

叶松青是上海市建筑学会副秘书长，任职五年多来，协助学
会筹划组织了历年年会和各项活动，并在2012年上海青年建筑设
计师“金创奖”创意大赛中发挥了组织推动作用。叶松青还将上
海市建筑学会引入杨浦，成立了上海市建筑学会中小企业创新服
务中心，致力于为众多中小设计企业搭建信息交流平台。2011
年，叶松青当选中国建筑学会第十二届理事会理事，并被评为“学
会工作先进个人”。

作为杨浦区人大代表，叶松青凭借着自身企业的优势，对原
所在辖区江浦路街道进行深入调研，撰写完成《上海市杨浦区江
浦街道发展战略规划》，进而完成《大连路总部研发集聚区综合整
治规划导则》，并以此为基础，通过区人大代表的呼吁，成为杨浦
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第一号议案。

2012 年，叶松青当选上海市第十次党代会代表，他深感肩上
的责任和压力，更加关注党的工作、党的形象、基层党建存在的困
难、当前党与群众的关系特点等问题，希望通过党代会这一平台
为所有“两新”党组织提供更多的意见和建议，推动基层党建工
作，在党代会上他署名参与联合提出了6份议案，并及时关注这些
议案的落实情况。

叶松青也积极参与慈善事业。2008年，他倡议并出资捐建南丰
上海经纬希望小学，并与希望小学签订《共建备忘录》，制定两年、四
年、八年计划，设立奖教基金和助学基金以推动其可持续发展。

“想要从事版画藏书票行业，就只能创业。”王愔嫕的创业动
机简单中透着执着。藏书票是一种袖珍版画艺术，起源于欧洲，
多为徽章和图腾等图案，后逐渐发展成为根据书票主人的性格爱
好而设计的小张版画，被誉为“珍珠版画”。由于从小受父亲的影
响，王愔嫕对藏书票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从上海大学版画系毕
业后，王愔嫕就创办了沪上唯一一家专业经营版画藏书票的组织
——大桥弗闲斋藏书票工艺礼品服务社。

“刚开始时特别难，既没资金，又没经验”，王愔嫕说，“多亏街
道开业部门向我伸出了‘橄榄枝’，不仅让我参加了创业培训，还
帮助我开办非正规就业组织，降低了创业的成本和风险。”但除了
这些创业者普遍存在的问题，王愔嫕还有更头疼的事。“每当别人
得知我是做藏书票这行的，总免不了会问‘什么是藏书票？’”藏书
票在国内认知度低，每次向客户介绍藏书票，他们总是投来疑惑
的眼光，不理解藏书票是如何制作出来的，也有客户认为藏书票
跟印刷品一样，可以随意复制。这时王愔嫕就会拿出实物和原版
耐心解说和引导，让客户了解和认识版画藏书票。

在创业过程中，王愔嫕逐渐意识到，藏书票如果像普通商品
一样，直接通过“进货出货”赚取差价，肯定行不通。作为藏书票

市场的先驱者，她必须担负起宣传藏书票艺术，培养藏书票消费
市场的责任。王愔嫕首先投入一部分资金把原来的《藏书票之友》
黑白报纸改成彩色季刊免费向票友赠阅，同时坚持每月免费为业内
艺术家开办藏书票展览，3年来，先后举办了40余次活动。在宣传
藏书票艺术的过程中，弗闲斋逐渐成为藏书票艺术家和收藏者交流
的平台。最让王愔嫕得意的是每年一度的弗闲斋国际藏书票竞赛
展，活动不仅吸引了国内的藏书票创作大师，还吸引了德国、匈牙
利、波兰、比利时、瑞士等20余个国家的40位优秀艺术家参加。

王愔嫕在创业的第二年建了弗闲斋的网站。“我建网站并不是
为了卖藏书票。”王愔嫕介绍，网站其实是艺术家和收藏者的交流
平台，爱好者们满足一定条件后甚至可以在网站上相互买卖藏书
票。王愔嫕创业后不久，她就发现单张出售藏书票利润低，资金周
转慢，于是，她就把单张的藏书票作品制成珍藏集出售，并开辟定
制业务，突破了单一的销售模式。同时，还利用这种新模式对三大
宣传交流平台——展览、刊物、网站进行了整合。目前，除了收藏
者和投资者，一些学校、图书馆、银行已对作品集进行批量定制购
买。这一创新模式大大加快了藏书票的流通速度，并形成了独特
的运行销售模式，为进一步开发藏书票礼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光请进来不够，还要走出去。”早在2006年的创业准备期，王
愔嫕就远赴瑞士参加了国际藏书票大会，2008年和2010年王愔嫕
又赴北京和土耳其参加大会。通过国际艺术交流，不仅为组织吸
纳更多国外艺术家参与为弗闲斋定制书票，而且极大丰富了弗闲
斋的藏书票种类和数量，对扩大收藏者的视野，增强收藏兴趣起
到了积极的作用。

2010年，王愔嫕的弗闲斋已从原来的非正规就业组织转制为
企业。“非正规就业组织创业成本较低，但我明白要取得长足发
展，我必须成立企业，何况成立企业一样可以得到扶持。”王愔嫕
转制后，享受到了开业部门更多的优惠政策。

谈起弗闲斋未来，王愔嫕认为成功的关键在于“创新”，在于
让藏书票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焕发出新生命。现在，她已经开始
着手开发弗闲斋的新产品——企业藏书票礼品册。这个有着藏
书票情结的女孩，正在将她的艺术梦想与创业人生更紧密地相
连，正如她自己所说，“创业多么辛苦，可我又是多么幸运，可以和
我最爱的藏书票艺术一起奋斗”。

——记大桥弗闲斋藏书票工艺礼品服务社创始人王愔嫕
小小藏书票，成就创业梦

清洗空调、冰箱、洗衣机、微波炉，能“洗”出上市公司？听起来
让人匪夷所思，但这的确是真的。日本著名的DUSKIN公司就是
这样一家从清洗家电起家，发展成为目前日本最大的致力于家庭
清洁的上市公司。而在上海，也出现了一家本土家电清洁企业
——上海蓝杰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公司的创办者杨健信心满满
地表示，“我要在未来10年内让‘蓝杰特’成为中国的DUSKIN”。

“创业前，我是上汽集团的一名技术员，月薪近万元，大家对我
放弃这样高薪的工作去创业都感到不解。”2009年，杨健偶然了解
到日本的家电清洗行业，敏锐地意识到这在国内还是一个市场空
白，可以大有作为。他毅然选择辞职，远赴日本DUSKIN学习家电
清洁技术。“学成归国后，我更坚定了创业信心。在日本长达半年
的学习，我认识到这个行业绝对值得我奋斗终身。

2009 年，杨健向杨浦区平凉路街道申办“平凉全家福居室保
洁服务社”，却因创业项目是清洗家电而遭到拒绝。“当时我对他
们说，你们看我清洗一台空调吧，如果看完后还是不批准，我无
话可说。”杨健当即现场进行操作演示，工作人员看着他将那台
老旧的空调洗得簇新，当即受理了他的申请，后来还成了他的长

期客户。
“开发客户对我来说异常艰难，拿空调来说，大家对清洁空调

的基本认识还停留在清洗滤网，或者用空调清洁剂进行喷洗。然
而清洗滤网远远达不到清洁的目的，空调的管道、散热片等零部件
更需要清洁和消毒，而空调清洁剂也无法将这些部分彻底清洁。
要改变大家固有的观念何其困难，我只能用事实说话。”杨健说，他
每次在洗空调之前，都会在空调开启五分钟后用专业的温度测量
仪在风口测量温度，在空调拆开后，将面板上、夹板上和散热片上
的灰尘、霉斑等污垢给客户看，然后使用他的专业工具将它们一一
清洗消毒。彻底清洗后，同样在开启空调五分钟后，用温度测量仪
在风口测量温度，在制冷状态下，一般温度至少下降两度。当初到
万科物业推广业务也是如此，万科物业被杨健的清洁理念所打动，
但又担心会将居民的家电洗坏。杨健当即提出签订赔偿协议——
损坏后由公司全额赔款，并主动要求首先为居民免费清洗十台空
调。“这十台空调为我打开了万科物业的市场，一年内为万科的800
多户居民清洗了2200台空调和600台洗衣机。”

杨健非常希望得到家电协会的支持，“家电协会作为社会中介
组织，宣传家电清洁观念的效果肯定要比我‘单打独斗’要好得
多。”想起自己第一次去家电协会的情景，杨健依然历历在目。杨
健在说明来意后，直接被问道：“你就说说你如何能将家电洗到最
好？”杨健坦然回答道：“我会用最好的清洁理念+最好的清洁剂+最
好的清洁工具来清洗家电。”杨健一直坚持用最科学的清洁方式，
给家电做深度的彻底清洁消毒。对于清洗剂和消毒剂的环保要
求、清洁要求和消毒要求更可谓“苛求”，日本的清洗剂并不适用于
上海，国内市场也没有理想的清洗剂可用，最后经过反复实验，杨
健配制出了适合不同家电的专用清洗剂。对于消毒剂，杨健慎重
地将目光落在杜邦医用消毒剂上，经过实验，杜邦公司确认该消毒
剂与杨健使用的清洗剂配合使用无不良反应。有了理想的清洗剂
和消毒剂还不够，必须还要有科学的清洁工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
挥它们的作用，因此他对这些工具又进行了改良。

现在，杨健的创业已走过了初创期，在蓬勃发展的业务中打开
了新局面，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要实现在未来十年内成为上市
公司的梦想，还有很多场硬仗要打”。

——记上海蓝杰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杨健
不当白领当“清洁工”

在6月举行的2013莫斯科G20青年企业家峰会上，来自上海的
29岁创业者卢明霞，同与会者分享了自己的创业经历：受其父亲影
响，她大学期间便开始小试身手。在知名外企磨砺五载后，下决心
创业，“以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做全国最大的高端行业求职
培训机构。”

以“帮助好的学生找到更好的工作”为目标，两年间公司培训
学员超过500人次，帮助数以百计的大学生和年轻白领成功跨入麦
肯锡、波士顿咨询、贝恩咨询和高盛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等全球
领先的管理咨询公司和投资银行。

如今，这位年轻的创业者，又有了新的目标：做一个成功的连
续创业者。

抓住核心竞争力
国定东路 200 号，上海创业者实训基地的 4 号楼，一间再普通

不过的办公室里，卢明霞开始了全职投入。“之所以说是‘全职’，是
因为从大学开始，就已经在做一些与创业相关的事情，即使是在工
作之后，也利用了业余时间，兼职创业，”卢明霞说。

大学毕业后，卢明霞先后在美国英特尔公司、法国路威铭轩奢
侈品集团从事培训方面的工作，“我很喜欢培训这一工作，但对于

公司所处的行业，不怎么感兴趣。”
就在为今后的职业生涯走向进行再规划之时，卢明霞的丈夫

赴美国深造，跟随前往的她，有了充分的时间，思考自己的未来，
“兴趣与专业的结合点，就是我创业的核心竞争力。”

2011年，卢明霞创立Career Frog（上海凯洛格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父亲的创业经历给了我很多启发。”卢明霞告诉记者，“父亲
涉足的是轴承工业，在那个时代也面临着同类型企业的激烈竞争，
最后各家产品都出现了同质化的现象。”卢明霞坦言，这让她深深
意识到，做企业，必须要有“核心竞争力”。

让更多人达成“职场跳跃”
卢明霞的办公室窗台上，摆着一排造型各异的青蛙玩偶，卢明

霞说，当初公司起名Career Frog，“不仅是因为形象好记，也意喻着
学员通过培训，达成‘职场跳跃’。”

选择管理咨询和投行金融作为公司培训的主要方向，是因为
卢明霞看到了这一块的“市场空白”。很多优秀毕业生想进这些咨
询巨头企业，但往往在最后的面试关遭淘汰。

“我们的培训，就是帮助应聘者过关，更快地适应岗位。去年，
业内知名的两家咨询公司，录取的人员当中，有一半来自接受过我
们培训的学员。”

把想法转化为现实
卢明霞的公司规模以每年 200%的速度稳步递增，今年预计收

入300万元。
“创业第一年，是‘蜜月期’，因为要把自己的创业想法变成现

实，做任何事情都很兴奋。”卢明霞话锋一转，其实在去年这个时
候，她就已经在重新思考公司的定位与未来发展。

在G20青年企业家峰会上，卢明霞偶遇美国最大的在线旅游
公司 Priceline.com 创始人 Jeff Hoffman，“他有一段话十分打动我
——人生最大的遗憾并不是失败，而是还没有去尝试就放弃。”对
卢明霞而言，把各种创业想法转化为现实，正是孜孜以求不容放
弃的。

从莫斯科回来后，卢明霞马不停蹄，带领团队开始开发一个颠
覆传统招聘模式的平台，旨在帮助解决中小型企业的招聘问题，以
及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

最怕没尝试就放弃
——记上海凯洛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卢明霞

——记上海经纬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院长叶松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