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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综合

搭建让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的平台
新江湾城青春健康教育实践基地建成启动

把美好青春献给税务事业
——记杨浦区税务局综合服务组组长、党员王慧婷

■记者 张维维 摄

80后的王慧婷毕业于复旦大学，
2007年考入杨浦区税务局，被分配到综
合服务组，2011年担任组长。综合服务
组主要承担税收申报、税收减免、发票
管理等受理工作，面对每天数千名前来
办税服务大厅办理各类事务的纳税人，
王慧婷用真诚的微笑和优质的服务让
每位纳税人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

一位外国人眼中的形象：高度
有一次，一位名叫安娜的复旦大

学外籍教师因急着要回国，前来区税
务局咨询有关个人所得税减免事项。
当她走进办税服务大厅，由于不懂中
文一时不知所措。这天正轮到王慧婷
担任导税员，站在服务大厅门前，为前
来办理人员答疑解惑。当高鼻蓝眼的
安娜走进大厅，看到她左顾右盼，王慧
婷立即过来询问：“Can I help you？”

安娜向王慧婷咨询起如何办理个
人所得税减免的事务。王慧婷仔细讲
解了需要准备的申请材料和办理流
程，并当场成功受理。在等候中，细心
的王慧婷还发现安娜脸上又露出一丝
愁容，便再次询问她有什么困难。当

得知安娜因马上离开中国，所办的《中
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等有关材料来
不及领取时，王慧婷当即表示，等到所
有审批材料办结后将以挂号信形式寄
给她。安娜喜出望外，正要表示感谢
时，王慧婷又被好几个喊着“高妹”的
办事人员围住。“高妹”，安娜便记住了
这位美女税务员。

几个月后，回到中国的安娜再次
走进税务服务大厅，特意向王慧婷表
示感谢。“高，实在是高！”安娜由衷地
竖起了大拇指。从这位外籍女士的语
气和神态看出，她夸奖王慧婷不仅仅
是身材，更是内在的精气神。

一位个体申办者的感受：温度
在受理各类事务中，窗口服务人

员每天要与各种人物打交道，有时难
免会出现不愉快的烦心事。

有一天，一位中年男子气势汹汹
地走进服务大厅，嘴上不停地叫嚷
着。原来他刚从监狱释放回归社会，
想开一家个体店，便前来区税务局申
请办理有关手续。可能在申办过程中
遇到不顺心的事，他把怨气发泄到税

务服务窗口。一看他那架势，作为综
合服务组组长的王慧婷勇敢地站了出
来，先劝告他冷静一点，然后根据他的
申请，递给他一份申请登记表。

他接过表格一看，满脸怒气：“我
是文盲，不会填！”于是，王慧婷指着登
记表上的姓名、年龄、家庭地址等栏
目，耐心地一一指导，还递给他一份填
好的申请表作为样板，碰到他不会写
的字，王慧婷便写在其它纸上让他依
样画葫芦填写上去。经过一番热情、
耐心的受理，当场办好了税务登记
证。”离开大厅时，中年男子真诚地向
王慧婷表达了感谢。

带领同事共同迎战：难度
2011年下半年，区税务局实行征

管改革，许多企业一时适应不了，纷纷
跑到服务大厅前来咨询办理，这使综
合服务组的工作量一下子猛增。从上
午开门忙到下午 5 点关门还应接不
暇，大家不停地向前来咨询的人员答
疑解惑，有时都顾不上喝一口茶水，组
里不少人患上了咽喉炎。

王慧婷也累倒了，发起了高烧。

但她想到组里那么忙，同事们都很辛
苦，自己作为刚上任的组长怎能安心
在家休息呢？于是她带病与同事们一
起日夜奋战。有的企业注册在杨浦，
厂址却在嘉定、闵行等外区，碰到他们
路上堵车下班前赶不到，王慧婷通过
电话告诉对方不要着急，服务窗口会
有人留下来给办理的。有时遇到退休
后仍在企业工作的财务员，考虑到他
们年龄大了，便让他们把有关材料留
下来，办好以后寄回。在那段紧张忙
碌的日子里，王慧婷和她的同事们经

常工作到晚上 7 点，才带着一身疲惫
踏上回家的路。

八年来，王慧婷一直忙碌于办税
服务大厅，用坚韧和勤劳奋战在税务
工作第一线，用热情和耐心温暖着纳
税人，用美好青春书写一名普通税务
员对税务事业的忠诚。 ■祖之

扫一扫关注
杨浦公安微信号
“警民直通车杨浦”

■记者 应沈漪 文/摄

本报讯 5月4日，新江湾城街道
青春健康教育实践基地在新江湾城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揭牌。

青春健康教育是青少年健康成
长与发展的重要环节，是人的全面发
展的重要过程。针对辖区内中小学
生、社区青少年、来沪务工青年以及
部队青年官兵等群体，新江湾城街道
开展了大量的青春健康教育活动。

今年，街道联手上海阳光青少年网络
矫治社工师事务所，建立新江湾城街
道青春健康俱乐部，以位于社区文化
活动中心的青春健康教育实践基地
为载体，打造“青年参与，青年服务青
年”的活动平台，继续开展丰富多彩
的青春健康教育活动。

教育实践基地设置了青春前站、
青春·汇、男生屋、女生屋、心语心苑、
时光长廊等功能室，依托青春健康俱
乐部为青少年提供全面的青春健康

知识，为家长提供青春期未成年人家
庭教育方式，普及性与生殖健康知
识，学习人生技能，让青少年在青春
期健康、快乐地成长。

启动仪式当天，青春健康教育实
践基地特邀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
授沈奕斐博士担任基地顾问。据悉，
沈奕斐多年来致力于性别与家庭关
系研究，被评为复旦大学“学生心目
中的好老师”，她将以专家顾问的身
份为基地活动提供专业督导。

图为心理咨询师通过观察小朋友玩沙盘游戏了解其心理过程。

■记者 周琳

便民措施：验车、审证期临近时，
向车辆注册地或驾驶员管辖地为本
区的机动车驾驶员发送验车、审证提
示短信。

记者问：哪些驾驶员会收到温馨
提示？

解读：根据市公安局交警总队提
供的相关数据和信息，杨浦区公安分
局交警支队将在验车、审证期临近
时，向车辆注册地或驾驶员管辖地为
本区的机动车驾驶员发送验车、审证
提示短信。但实际操作中，驾驶员手
机号码变更、信息登记不准确等原因
都有可能造成无法收到提示短信。
因此，广大驾驶人还是要及时关注本
人驾驶证上的“有效起始日期”、“有
效期限”，以及行驶证副页的“检验有
效期限”，在规定时限内审证验车。

记者问：审证验车应携带哪些材
料？杨浦区办理点在哪里？

解读：机动车驾驶人应当于机动
车驾驶证有效期满前 90 日内，向机
动车驾驶证核发地车辆管理所申请
换证。驾照是否需要审验，广大驾驶
员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判断：驾驶
证上“准驾车型”一栏为A1、A2、A3、
B1、B2、这几种准驾车型中的一种或
多种（或是校车驾驶人）的，驾驶证每
年都需办理审验；“准驾车型”为C1、
C2、C3、C4、D、E、F 的，在驾驶证有
效期满时办理换证并审验。具体办
理流程可以向各区（县）的交警支队
驾驶人管理窗口咨询。

已注册登记机动车应当在检验

有效期满前 3 个月内进行定期检
验。检验完成后，驾驶人应携带机动
车行驶证原件、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强制保险凭证、车船税纳税或者免税
证明、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
原件等材料，前往各区（县）交警支队
驾驶人管理窗口申领“在用机动车申
请检验合格”标志；属于外省市机动
车委托本市检验的，还需提交登记地
车辆管理所开具的《委托核发机动车
检验合格标志通知书》原件。

杨浦区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窗口：
受理时间：周一至周六8：30－17：00
受理地点：杨浦区政肃路198号
联系电话：65102877

杨浦区验车点：
（1）上海第十四机动车检测站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六8：30－16：00
地址：杨浦区杨树浦路2301号
联系电话：65430380
（2）上海第二十九机动车检测站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六8：30－16：00
地址：杨浦区源泉路105号
联系电话：55803197

发送验车、审证温馨提示

■记者 毛海萍

本报讯 日前，平凉路街道矫正
对象钱某、陈某，在街道、司法所和社
工的日常教育帮助和感化下，为居民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实事，回馈社会。

社区矫正人员陈某是外省籍来
沪经商人员，因酒后一时冲动与他人
发生冲突被判缓刑。在平凉司法所

矫正小组的帮助、教育和感化下，陈
某主动表示在其承包经营餐馆期间，
免费为孤老、留守儿童等特殊困难人
员在特定节日提供爱心午餐。

同样帮贫助困的还有社区矫正
人员钱某。今年4月，钱某得知目前
就读于某中学初中二年级的小苏（化
名），成绩优良，但经济拮据，生活困
难，他希望尽绵薄之力帮助小苏。经

平凉司法所和近胜居委会牵线，两人
结对，钱某每学期提供资助，为期两
年，直至小苏完成义务教育阶段。

平凉司法所相关负责人表示，社
工在开展教育矫正工作中，积极引
导、启发、激发社区矫正人员从实际
出发，学习助人为乐的精神，在矫正
期间做一些有意义、力所能及的事，
从而得到心灵的救赎。

■记者 张维维

本报讯“智，上面是知识的知，
下面是日，也就是说我们每天都要学
到新的东西”，这是复旦大学心理学
博士王金丽在杨浦工会2015年心理
健康第一期公益讲座上与大家分享
的第一句话。

王金丽从“智有所进、慧有所除、
若心平和、知亦平衡”等方面，教大家
在面对职场压力时如何平衡应对、动
态调整、觉察接纳、认知改变。

据介绍，本期活动前，区总工会
通过网站、微信、海报等进行预告，得
到基层工会及职工的积极响应，近
200人前来听讲。

工会心理健康公益讲座开讲

社区矫正人员用行动回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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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能创新了我宁可退休”
上海杨浦科技创业中心总经理谢吉华：先让自己成为优秀企业家

大学生创业是一条布满荆棘
的道路，光靠一腔热情是远远不
够的。但只要有好点子，拎包就
可入驻杨创的创业苗圃。这里不
仅为大学生提供“零成本”创业环
境，还通过相对完备的孵化服务
体系让创新种子生根发芽，茁壮
成长。杨创建立的“创业苗圃－
化器－加速器”创新服务体系，为
不同阶段的创业企业提供专业化
服务，探索出了一条高校科技成
果转化的有效途径，挖掘、培养了
一批高校创业精英人才，提高了
大学生成功创业率。

上海复展智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如今已是一家发展规划清晰
的新三板挂牌企业，但在创立之
初，企业创始人孙洪涛却是误打
误撞什么都做。他先后开过店，
经营过漫画吧，做过汽配，当时觉
得“能养活自己、能赚钱就好”。
像很多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创
业只是孙洪涛的一时兴起。“毕业
时并没有想太多，只是觉得如果
可以就干下去，如果不行就再去

找工作。”
创业初期，孙洪涛磕磕碰碰

麻烦不断。他的创业导师谢吉华
就像“娘家人”一样，一路陪着孙
洪涛走过风雨波折。和团队其他
创始人意见不合了，和女朋友吵
架了，除了企业经营上的困惑，生
活中的烦恼孙洪涛也喜欢去找谢
吉华倾诉。“谢总就像是一位亲切
的长辈，不论多晚，都愿意来了
解、关心我们这些创业者的琐事，
向我们分享他的经历。”

在杨创，像这样的创业导师
不止谢吉华一位，他们来自不同
行业，无偿地为创业者献计献
策，以导师的身份参与到辅导服
务中。

除了创业导师外，在杨浦科
技创业中心的创业导师体系中还
有两个重要角色——联络员和辅
导员。联络员定期轮值，是企业
与孵化器沟通的桥梁，将创业导
师的专长和公司战略发展目标进
行配对。企业联络员和创业导师
之间的对话、沟通和交流，有利于

培养联络员换位思考、大胆创新、
勇于开拓实践的意识。

辅导员则是由人力资源、财
务、管理、法律等方面的专家组
成。在联络员充分提供企业信息
和需求后，辅导员个人或者团队
将对企业进行长期、单独的跟踪，
并对企业发展中的具体事务提供
建议。

“不知满足、不甘落后、不甘
平庸”是周围同事、朋友评论谢吉
华时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个词。谢
吉华经常对他的团队说：“我们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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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新，所以首先要让自己成为一个
优秀的企业家。”

很长时间内，国内孵化器经
营者存在一种粗糙的“共识”：孵
化器接纳企业进驻，通过提供基
础服务来向企业收费。也就是
说，把企业作为客户。“小企业不
正是因为能力不足才找孵化器帮
忙的吗？”

谢吉华提出另一种思路：孵
化器的客户应该是政府。孵化
器接受政府购买的服务，无偿为
入驻企业提供服务，并且服务内

容要在“吃喝拉撒”的层次进行
提升。谢吉华的这套理论如今
已被国内孵化行业广泛接受，但
在当时，还有待新成立的孵化基
地公司去验证。

2010 年，杨创的一家从苗子
开始培养的企业——华平科技成
功上市，给了谢吉华很大的启
发。“能不能帮助更多的企业走华
平的路？怎样帮助毕业了的初创
企业加速发展？”在谢吉华的创业
路上，像这样的思考数不胜数。

“如果有一天不能创新了我宁可
退休。”他说。

总结杨创的成功经验，范伟
军认为，这与谢吉华骨子里的企
业家精神是分不开的。杨创能
走在全国孵化器的前列，得益于
对体制机制的不断改革。“许多
人都知道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
性，但真要付诸行动时，首先考
虑的往往是改革对个人利益产
生的影响，”范伟军说，“但谢吉
华首先考虑的是市场需求，怎么
找到一种先进的、符合市场需求
的机制，来带领这个机构持续创
新、保持活力，跟上时代发展的
节奏。”

■记者 毛信慧 朱良城

“在他身上，有一种宝贵的企业家精神，
能看到商机，敢冒风险，有担当的勇气、运筹
帷幄的能力，愿意不断挑战新的商业模式。”

《中华孵化器》杂志主编范伟军这样评价谢
吉华。

孵化器最早在1987年被引进中国，作为
一名行业观察者，范伟军见证了中国孵化器
行业28年来走过的风风雨雨。在他眼中，上
海杨浦科技创业中心（以下简称“杨创”）总
经理谢吉华，无疑是其中最具标志性的人物
之一。

从糖果厂6000平方米的旧厂房起步，如
今的杨创，经营着近百万平方米的园区，资
产总值近30亿元，是上海市资产规模最大、
服务功能最完善的科技企业孵化器之一。

在孵化器领域里，杨创已成为“创新”的
代名词。它的每一次创新都引领着行业发
展方向：开创了全国孵化器五大发展模式之
一的“杨浦模式”；率先在全国启动支持大
学生创业项目；建立“创业苗圃”，将孵化器
服务向前端延伸；成立首家由孵化器作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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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器－加速器”为核心的创新服务
体系……

在“蝴蝶效应”中，一只蝴蝶
扇动翅膀就可以引发一场龙卷
风，杨创就是那只奋力扇动翅膀
的蝴蝶。

1997 年，复旦大学旁的一条
小路上，诞生了国内首个在大学
附近建立的孵化器——上海杨浦
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这个孵
化器就是杨创的前身。园区成立
的初衷是希望借鉴国外成功经
验，依托高校创新优势，培育和服
务创业企业。

孵化基地最初是一家传统的
事业单位，6000平方米旧厂房的房
东，依靠租金收入勉强维持开支。

上海和杨浦都希望创业服务
中心做大，但前几年它发展得并
不好。那时国家提出建设大学科
技园，复旦大学准备开建自己的
科技园，有人担心孵化器被边缘
化。最麻烦的是，新建科技园、扩
建孵化器都需要资金，市区两头
都表示囊中羞涩。困局之下，杨
浦区请当时担任上海科投子公司
总经理的谢吉华帮忙出主意。

创业服务中心属于事业单
位，谢吉华认为事业单位的机制
与孵化器的功能定位存在矛盾。

“事业单位旱涝保收，过分依赖财
政拨款，不会被市场逼着去提升

服务质量，探索经营模式。早期
的孵化器更像房东，能给园区企
业提供的服务很有限。”

谢吉华力主体制机制改革，
建议在创业服务中心设立“两个
班子、两套制度”，把孵化器的经
营权和所有权分离，前者归于市
场化运作的公司（孵化基地公
司），后者归于非盈利性的事业单
位（创业服务中心）。

但是，资金问题仍然悬而未
决。“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杨浦传
统的工业产业走下坡路，产业结
构调整被提上议程。杨浦想让百
年大学的智力资源辐射全区，往

‘知识城区’的方向转型。在这样
的背景下，承担科研成果产业化
任务的孵化器可以成为打破高

校、社区边界的媒介。这种校区、
社区的互动，首先应该在孵化器
的股权结构上体现出来。”基于这
样的判断，谢吉华决定要努力促
成上海市科委、杨浦区、复旦大学
三者的合作关系，运用资本纽带，
让这三方都成为孵化基地公司的
股东。

最终，谢吉华的想法成为现
实，政府与学校通过股权结成了
紧密联系。2001 年，上海高科技
企业杨浦孵化基地有限公司成
立，001号员工谢吉华也正式踏上
了他的创业路。

大学校区、科技园区、公共社
区的联动后来成为了杨浦转型的
重要路径，孵化器算是“三区联
动”思路早期的实践者。

“三区联动”的早期实践者

“做孵化器是服务于创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