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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我们的智能机械
臂走向世界”

以“创新增动能，创业促就业”
为主题，9月，2022年全国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活动周在全国范围内举办。
在主会场安徽省合肥市，来自全国各
地的年轻创客分享了自己的创业经
历，展示了自己的创新成果。

打磨木板、装卸物品……在合
肥会场的主题展区，几个灵巧挥舞
的机械臂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
是深圳市越疆科技有限公司展示的
智能协作机械臂，可以代替人工进
行高精度的重复组装工作。

公 司 创 始 人 刘 培 超 是 “ 双 创
周”的“老熟人”了。2015 年，刘
培超带着他的第一代机械臂产品参
加了第一届“双创周”。7 年后，30
多岁的刘培超再次来到“双创周”。
7年间，他创立的越疆科技已发展到
600多人，产品销往全球多个国家和
地区。

“我学的是机械设计专业，硕士
毕业时，适逢‘双创’热潮，于是决
心自己创业。”刘培超说，创业路上
也遇到过很多挑战，但好在国内创新
创业氛围浓厚，支持政策也多，增强
了自己创业的信心。

为了鼓励青年创业，各地政府
发布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举措，如按
规定落实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担
保贷款及贴息等政策；省级优秀创
业项目可按规定享受 5 万元至 20 万
元资助；支持毕业学年的高校毕业
生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
按规定给予培训费补贴……

“现在，对于带着我们的智能机
械臂走向世界这一目标，我和我的
团队更有信心了。”在刘培超看来，
随着社会创业创新的氛围和条件不
断完善提升，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
会投入其中，这将为社会发展带来
巨大助力。

“年轻人能快速接纳和拥抱新的
知识和技术，有更多打破传统和探
索创新的意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参与创业创新，有助于激活社会的
创新体系，从不同维度探索最新的
发展机遇和垂直领域的先进技术。”
刘培超说。

“给卫星装上AI大脑”

在清华园中，越来越多富有创新
梦想的年轻人开启了创业征程。今年
28 岁的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博士生
曹德志便是其中一员，他一直在为探
索宇宙和遥观全球的目标而奋斗。

在曹德志的履历中，“创新”“创
业”是高频词汇。“我和我的合作伙伴
是从2019年开始策划创业的，最早是
受到实验室发起的伽马射线暴探测星座
组网计划——‘天格计划’的启发。当
时我们注意到科研过程中有一个需求，
就是利用边缘端的处理能力，将卫星收
到的数据快速处理并完成在轨触发工
作，为地面的大望远镜后随观测提供预
报。这为科研观测应用带来了大幅度的
时效性提升。”曹德志说，“我们进一步
想到也许所有的卫星都需要这样的能
力，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开始探索卫
星领域的商业化机会。”

2020 年，曹德志联合几位创始
人一起成立了科技型创业公司——星
测未来科技。作为卫星载荷解决方案
供应商与在轨实时服务运营商，公司
以“卫星推动世界进步”为使命，以
高性能星载边缘计算能力为驱动，提
供全流程的星上智能应用服务解决方
案。“简而言之，就是给卫星装上AI

（人工智能） 大脑。”曹德志说。
星测未来致力于提供低功耗条件

下的高性能星上处理平台，并结合数
据采集、快速处理、AI 在轨数据压
缩、AI 图像解译等一系列应用，提
升卫星行业应用的效率，降低卫星制
造和运营成本。

“2020 年，我们的一款星测系列
产品已经搭载长征八号遥一运载火箭
成功发射，并且完成了在轨验证。今
年，我们已经完成了长征八号遥二火
箭的两颗卫星搭载，分别是天仪研究
院的创新雷神号和巢湖一号，后续还
将搭载发射超过4颗卫星，从而进一
步打开市场。”

从一个创新想法到商业变现，对
于学生创客而言，创业过程中不仅需
要技术攻关和资金支持，更离不开一
片能够帮助自己迅速成长的“沃土”。

在曹德志看来，自己创业的成功
离不开学校的支持：“我们的创新思
维得到了学校的高度认可。清华大学
有非常丰富的平台让学生去展示自己
的商业逻辑，我们收获的不仅是资金
支持，更是一种珍贵的肯定，这种肯
定让我坚定了信心。”

谈及清华大学的创业环境，曹德
志认为，清华大学对于创业者非常包
容与开放，学校不仅提供制度支持，
还提供资源支持，比如团委的“创+”
平台以及经管学院的“x-lab”平台，
都让有志于创业的学生获益其中。

根据清华大学 2021 年公布的数
据，自 2016 年入选首批“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示范基地以来，清华大学
总投资 6.9亿元，搭建双创教育教学

及学生活动载体空间面积24860平方
米，组织各类双创活动近 2800 场，
覆盖 130 所高校，培训 27 万双创学
生，服务 540 个双创团队，孵化 157
个培育企业或项目，技术创新成果转
让交易额高达8350万元。

“人的一生就是一次伟大的创业。”
曹德志说，“立足清华热土，飞向浩瀚
宇宙，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

“让孩子们听见‘来自
远古的声音’”

在合肥启迪科技城创客空间地球
日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展厅内，三叶
虫、狼鳍鱼等古生物化石吸引了很多孩
子的目光。公司创始人杨帆坐在一群孩
子中，使用气动笔修复手中的化石。

“我从小就对古生物化石感兴
趣，”杨帆告诉记者，“大学毕业后去
教育机构实习，看到小朋友都很喜欢
恐龙等古生物，于是就萌生了做地学

（地球科学的简称）科普教育的想法。”
2019 年，杨帆在合肥创办了地

球日记公司，专注于古生物、矿物科
普，“希望让孩子们听见‘来自远古
的声音’”。此外，她还邀请了地质
学、电气学的青年人才加入，研发古
生物化石修复实验室设备。

杨帆的公司目前以古生物化石、
矿物、陨石科普及展览为主要经营项
目，以促进5—12岁的儿童身心发展
为基础，致力于打造长三角地区集创

新展览、精品研学、特色文创为一体
的全新领域地学科普体系，走进博物
馆、学校、社区，为长三角地区3万
余名中小学生提供科普教育服务。

“当前，地球日记已经研发出国内
首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古生物化石
修复系统。”杨帆说，“这套系统不仅
销往全国各博物馆、科研院所和高
校，还出口多个国家。”

“我的创业源于热爱，怀揣梦想将
爱好转变为事业。梦想是每位创业者
心中不会熄灭的火苗，为了梦想我愿
意投入时间、精力与热情。”杨帆说。

“用创新继承传统技艺”

“2022 年，我们的香包生意应该
越来越红火了吧！奶奶期望的工作室
也应该开张了吧！”

2017年，孙歌尧亲手埋下了这个
“时间胶囊”。5年之后，再次打开“时间
胶囊”时，孙歌尧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徐州香包第五代传承人，
继承了奶奶王秀英的香包技艺和事业。

“徐州香包历史悠久，我奶奶做
了几十年香包，从高中起我就跟着她
学习。”孙歌尧说，她希望徐州香包
能传承下去，被更多年轻人了解、喜
欢。“奶奶常说她‘一辈子只做一件
事’，这个精神是我们家的传家宝。”

2020 年，大学毕业的孙歌尧回
乡创办徐州针棒手工艺品有限公司，
开始对徐州香包的款式、工艺进行传
承和创新。

在传统香包的基础上，这位95后
非遗传承人设计出小巧、便携的香包样
式，味道上增加薰衣草等花香，更加符
合年轻人审美，还在生产工艺上引入
3D打版等现代工艺，提高了生产效率。

在香包推广上，这位年轻好学的
女孩有更多的奇思妙想和大胆创新。
她联手相关文创公司，在香包设计上
融入了各种时尚元素，又联系了一些
网络公司，将时下最为流行的手游元
素加入香包。此外，她还积极参与网
络直播。今年6月13日，孙歌尧的香
包工作室参加了央视新闻联合文化和
旅游部非遗司共同推出的“把非遗带
回家”专场带货直播节目。通过线上
线下融合销售，公司生产的香包供不
应求，香包加工直接带动当地就业

200多人，间接带动就业超3000人。
孙歌尧说：“作为一名年轻的传

承人，用创新继承传统技艺，让香包
这一传统手艺走入更多群体，让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认识并体验到传统技艺
的独特魅力，是我奋斗的目标。”

今年6月29日，孙歌尧给5年后
的自己又写了一封信。

“2027 年，28 岁的孙歌尧，你
好！不知道我们的香包发展得怎么样
了？有没有让创新系列更加完善，有
没有参加更多更大的展会……我们要
传承、保护、创新、发展，把香包这
个非遗文化代代相传！”

“新技术让‘跑步鸡’
成了‘放心鸡’”

每天早上6点半准时起床，手机
一天到晚总有接不完的电话……90
后青年唐平冬喜欢称自己为“农创
客”，回到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老家第
八年，他仍然保持着满满的创业热情。

乡亲们养鸡，是唐平冬从小就熟
悉的生活场景。“乡亲们早上走一个多
小时的山路去集镇上卖土鸡，经常卖
不出去又挑回来，更别说卖上好价
钱。”2014年，唐平冬放弃城里不错的
工作，返乡创业，决心改变这一状况。

唐平冬走访发现，散养土鸡其实很
受消费者欢迎，但绝大多数消费者无法
辨认，而一般养殖户也无法向消费者证
实。如何破解产销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一次偶然的机会给了唐平冬灵
感。“有一次，我受到刷运动步数的
启发，琢磨着把这项技术运用到养殖
中。”唐平冬回忆。

好想法需要新技术来实现。2016
年，唐平冬创办了浙江一诺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同他的团队自主研发了智
能溯源脚环，解决了供需之间关于农
产品质量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我们养
的每只鸡，全程都会套脚环，这就能
实现对养殖全过程的严格把控。数据
实时同步、不可篡改，所以叫做‘跑
步鸡’。”唐平冬介绍，“借助新技术，
养鸡这样的传统产业也变得高大上起
来，‘跑步鸡’很受消费者欢迎。”

“新技术让‘跑步鸡’成了‘放
心鸡’，‘跑进’了全国大市场，‘跑
出’了好收益。”唐平东说，通过电
商平台，“跑步鸡”卖出了好价钱，
鸡蛋销售也带来了可观的收益。

带动更多的乡亲一起致富增收，
是唐平冬返乡创业的初衷，也是他一
直在琢磨的事情。

2018年，唐平冬的浙江一诺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以“跑步鸡”项目为切入点，
打造“生鲜侠——智慧农业服务平台”，
探索“基地+农户”“公司+合作社”

“企业+村集体”的“3+”助农模式。
“我们鼓励农户用土地入股，同时当养
殖员。”唐平冬介绍，公司将大鸡舍承
包给多个农户，或者农户自建鸡舍，
公司免费提供鸡苗和智能溯源脚环，
并组织农户进行养殖技术培训。农户
养殖的鸡达到出栏标准后，公司回购。

“现在这样养鸡，真有奔头！”泰顺
县彭溪镇车头村村民唐宗靓感慨，前些
年自己养鸡，没挣到什么钱，有时甚至
还赔钱。去年他参与“跑步鸡”项目，
仅养鸡就收入3.5万元。2021年，仅彭
溪镇的“跑步鸡”养殖基地就助农创收
近800万元，带动农家乐、民宿以及其
他农产品销售近350万元。

“我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回来
创业就是想让家乡的农产品进入千家
万户，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6 年
来，唐平冬用新技术养鸡，累计带动
1800多户村民人均增收2万元，辐射
带动15个村集体增收200多万元。他
牵头打造的农创客创业园，吸引 27
家返乡创业企业入驻，去年总产值达
2 亿元。今年 1 月，唐平冬被评为

“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
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
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
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
新动能新优势。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近期播出的专题片
《这十年·突破的中国》中，有这样一句解说
词：“青年人才正在成为中国创新主力军。”

事实上，在创业这条赛道上，青年人才已
成为创客主力军。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
的《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2014年以

来，在新登记注册的市场主体中，大学生创业
者超过500万人。在信息技术服务业、文化体
育娱乐业、科技应用服务业等以创新创意为关
键竞争力的行业中，青年占比均超过50%。

随着一项项前沿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孵
化成市场“金蛋”，一个个新创意让传统产业
焕发新活力，一条条产业“新赛道”开辟未
来新前景，青年人用自己脑洞大开的创意和
锐意进取的精神，让理想信念在创业奋斗中
升华，让青春在创新创造中闪光。

近期，本报记者采访了一些青年创客，
记录了他们精彩纷呈的创业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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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徐州香包的代表
性传承人王秀英 （左） 和孙
女孙歌尧在展示香包的制作
技艺。

许丛军摄（人民视觉）

图②：在2022年全国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安
徽省合肥市主会场的主题
展区，杨帆正在修复古生
物化石。

资料图片

◀9月21日，在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昌
化镇白牛村电商大楼
的农创客中心，创客
在整理要进行直播销
售的特色农产品。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9月29日，在
湖南省常德市科技
创新创业孵化产业
园 的 一 家 科 创 公
司，创客们在办公
区工作。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摄

图为星测未来科技公司创始人、今年28岁的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博士生曹德志。 资料图片图为星测未来科技公司创始人、今年28岁的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博士生曹德志。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