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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沈阳，寒风瑟瑟，而梧桐纳斯科技众创空

间里却暖意融融，处处洋溢着创新创业的浓厚氛围。

这是一家具有鲜明的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和国际

化特色的创新型众创空间，通过大幅度降低创业成本

和富有特色的服务，让众多有着创业梦想的人在这里

找到了生存发展的土壤和与国际接轨的通道。

盘活并利用闲置厂房、楼宇及附属设施等资源进

行改建建设，建筑面积已达 1.24万平方米，在辽宁省、

沈阳市居于领先地位的梧桐纳斯科技众创空间，通过

与国内最大的电子信息行业主题创业咖啡 IC 创业咖

啡、美国硅谷 UstartX 加速器、硅谷海纳百川加速器等

结成国际众创空间联盟合作伙伴，重点孵化新兴业态

项目为主的众创空间，为创业者提供了与国际接轨的

创新创业服务。其在全国率先启用的特临信息在线

视频会议系统高清视频及语音云通讯，已成功应用于

“沈阳高新区·中国智造谷”综合服务平台，让创客们

在“梧桐树”下的梦想即时传递到全国众多创业空间

和孵化器。

服务创业：
政策集成 资本对接

从众创空间办公、网络支持、配套创业公寓、投融

资、技术转移、成果转化、项目路演到创业培训、国际

合作、中试基地等创新创业平台的服务，“梧桐树”已

吸引入驻了民悦网络、特临信息、红人网络、同方天

陆、民悦养老等创新创业企业、团队 50 多个，其中民

悦网络、同方天陆等 5 个项目获得天使投资 2000 余

万元。此外，梧桐纳斯科技众创空间还相继举办、承

办了“2016 创响中国巡回接力—沈阳站活动—中国

创新创业大赛进军北京总决赛培训”“2016 年双创

周·辽宁·沈大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天使投资论坛”

“2016 年双创周·辽宁·中科院沈阳分院技术转移项

目路演对接会”“第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辽宁先进

制造行业赛”“辽宁天使投资联盟成立”等创新创业

活动 50多场。

而这仅仅是沈阳高新区中的一家众创空间所举

办的活动。

“富国禹铭众创空间”同样有着鲜明的特色，它

依托创业咖啡、投资路演、交流推介、聚会沙龙等主

题服务，打造出创新创业者的集聚空间，运营一年以

来，引进了沈阳市科技投融资平台、北京车淘科技有

限公司等 13 个服务机构和项目落地，为 150 余名大

学生创客提供了创业辅导，有 20 余家企业在这里进

行新三板挂牌培育。

对创业者来说，资金、经验是两大“拦路虎”，

而沈阳高新区的众创空间让一大批志同道合且充

满激情的“创客”聚集到一起，通过创业服务、政策

集 成 、资 本 对 接 ，使 他 们 不 再 纠 结 创 业 起 步 的 艰

难，促使新的创业萌芽在政策力挺的土壤里成长

壮大。

打造品牌：
特色活动 模式创新

沈阳锦联“创业邦”是科技部备案的第二批众创

空间之一，这里聚集了 30 多家企业和团队，定期举办

的公开课和按需订制的公开课，一个月两三次，这对

初创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机会。“锦联创业

邦”里，年纪轻轻的创业服务人员干练而高效，甚至有

不少的年轻人就是企业的创始人。

“寻找技术能力强，有创业激情的年轻人，通过全

方位的创业服务，帮助他们对接项目、对接资本、组建

团队，实现精准创业、成功创业。”沈阳梧桐纳斯科技

众创空间创始人、英国海归硕士吴琳说。

目前，沈阳高新区已备案授牌“众创空间”共计 27

家，其中锦联创业邦、博众青年创业工场、高新区富国

禹铭众创空间、米库创服众创空间、沈阳电商虚拟产

业创客基地、沈阳创客创服众创空间、盖恩科技创客

空间先后通过国家级众创空间备案。截至 11 月底，

高新区的众创空间相继组织各类科技创业培训、项目

路演、创业大赛等创新创业活动 100 余场，对 95 个创

业孵化项目投入创业投资基金 8200 万元，成功打造

出“浑南创客”的品牌。

打破以往固有的套路，激发创新活力。沈阳高新

区改变以往单纯靠政府投资建设和管理孵化器的做

法，打造新的孵化模式，积极引进民间资本建设科技

企业孵化器。

孵化未来：
特色平台 专业服务

沈阳动漫研发与软件外包孵化器、锦联新经济产

业园产学研孵化基地、沈阳先进制造技术产业有限公

司孵化器、火炬自动化园孵化器、沈阳浑南电子商务

企业孵化器、沈阳国际软件园孵化器、沈阳泗水科技

企业孵化器、沈阳绿谷生物技术孵化器等，都焕发了

新的活力。

沈阳浑南电子商务企业孵化器，是为电子商

务企业提供全方位孵化服务的专业孵化器，2015

年被国家科技部认定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已有买卖城、禾丰逛大集、金农网、蓝平台汽车等

200 余 家 电 子 商 务 及 相 关 服 务 类 企 业 入 驻 ，辽 宁

电 商 创 业 梦 工 厂 、电 商 人 才 培 训 及 实 训 基 地 、企

业投融资服务平台、科技中介服务大厦等公共服

务平台均已建成投入使用，IDC 云计算数据中心、

呼叫服务中心等服务平台，正为多家电商企业提

供技术支撑服务。

沈阳动漫研发与软件外包孵化器是国家级科技

企业专业型孵化器，在孵科技类企业 51 家，拥有专

利超 50 项，已累计毕业企业 21 家，平均毕业时收入

超 600 万元。动漫研发与软件外包孵化器在服务体

系上，构建基础设备及服务平台、功能性服务平台、

产业要素聚集平台和综合性服务平台，针对企业实

际需求，为入孵企业及其他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专业

化服务。

在沈阳高新区孵化体系这个大的公共服务平台

上，企业在创新、孵化、成果转化等一系列过程，都会

更加便捷，使得企业快速成长。目前，高新区共有各

类孵化器 9 家，孵化面积 105 万平方米，在孵企业

1053 家。

要创业去沈阳高新区，想创新到沈阳高新区，这

里涌动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

无疑，沈阳高新区已经成为全民创业的首选

之区。

沈阳：创响明天孵化未来
□ 边常及 郝晓明

科技日报讯（记者郝晓明）随着第五届中国创新

创业大赛最后一战生物医药全国行业总决赛的结束，

辽宁省在 6个行业总决赛中，共有 12个企业和团队在

全国行业总决赛中获奖，获奖数量超历届之和，并在

6个行业中均有奖项斩获。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是由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

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共同指导举办的一项以

“科技创新，成就大业”为主题的全国性创业比赛，

分地方赛和全国行业总决赛两个阶段，全国行业总

决赛参赛项目由地方赛产生。今年辽宁省地方赛

共有 1094 家企业和团队报名参赛，超过 100 家创投

机构参与支持，数量均创历届之最，总报名数排名

全国第 12 位，排名位次大幅提升，共参与组织项目

对接路演活动 40 余场，有 102 个创新创业项目与创

投机构签约或达成投资意向，金额 67152 万元。地

方赛后，辽宁择优产生推荐了 32 个晋级全国行业总

决赛的项目，分别参加先进制造、互联网及移动互

联网、电子信息、新能源及节能环保、新材料、生物

医药共 6 个行业总决赛。决赛结束后，辽宁晋级数

量创历届之最，其中 12 项在总决赛中获奖，获奖比

例超三分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沈阳中科腐蚀控制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在新能源及节能环保行业赛中以半决赛小组第

一的成绩晋级决赛，并最终在决赛中取得了第三名的

好成绩，这也是辽宁的参赛项目在历届大赛中取得的

最好成绩。

辽宁省12家企业和团队在第五届中国
创新创业大赛全国行业总决赛中获奖科技日报讯 （记者郝晓明）沈阳，是我国机器人

发展的摇蓝。美丽的南湖岸边，活跃着这样一群爱好

机器人制作的人，这个团队的名字叫 T-D T（Think-

ing-Doing to Theory），即为知行合一。团队成员来

自主要来自东北大学机械和自动化等专业的 35 名本

科生及研究生，他们通过机械，电控，视觉，无人机四

个小组，相互协作，打造“地表最强机器人战队”。

“比赛比拼的是智慧、知识和技能，展现的是团队

的能量以及个人的实力。我们经历的是一场真正的

机器人对抗比赛！”团队负责老师陆志国说，每参加一

次比赛，成员们就像完成一次旅行，因为他们始终期

待，战队征途还有更远的星辰和大海。

东大 T-D T 创新团队组建于 2012 年,团队成员

由 30 余名本科生和研究生组成。团队以培养学生创

新能力为宗旨，通过参与机器人大赛、机械设计大赛、

挑战杯等竞赛和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在机

械底盘设计、云台俯仰、电路控制、视觉识别、无人机

飞行等相关技术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先后荣获中国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金奖、2015 年全国大

学生机器人大赛东北赛区冠军、2016 年 RoboMasters

竞赛全国一等奖等奖项。

走进东大地表最强机器人战队，所有参赛机器

人全部自行设计、研发、组装和操作。在比赛中成

员们通过机器人第一人称视角（FPV）操作模式实

时传回高清图像，了解场地状况，从而进行分析。

“这样的竞技比赛，紧张刺激，充满魔力。”团队成

员吴晨豪说。

“做机器人是很苦的，平时下了课就要来工作室，

我的寝室室友都说，一个月才看见我见一次。寒假更

是不回家，画图，调试电路，没有休息。”团队成员倪学

斌说。

正是这种刻苦执着的精神，让团队的战队机器人

战斗值爆表。英雄机器人机动灵活，是队伍的强力肉

盾；步兵机器人底盘具有突出优势，不仅速度强劲，而

且打击精准；空中机器人完全由队员自行设计，为比

赛量身打造。

“做同样的东西两年多了，都有感情了，在做无

人机调试的时候，看见无人机倏地坠了下来，很心

疼。”视机器人为“女朋友”，甚至是“孩子”，机器人出

了状况比自己伤了都心疼，这可谓是团队每一个成

员的心态。

有不同才会有进步。在一些方案上有冲突的时

候，团队成员们就将方案拿到每周例会上群体讨论，

针锋相对，各抒己见，只为挑出一个更完善的方案，

如果还是僵持不下，就尽快做出实验，用事实说话。

这样一群热血沸腾的年轻人，不妥协，不退让，一丝

不苟。T-D T 团队成员杨雄说：“虽然去年取得了

很优异的比赛成绩，但反思一下我们团队的设计还

是有不足之处，我们还有改进的空间，我希望在以后

的比赛中，我们对待机器人像对待产品一样，永远追

求完美。”

沈阳有了“地表最强机器人战队”

今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起步之年，也是脱贫

攻坚的首战之年。全面落实党中央“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基本方略，举全省之力坚决打好脱贫攻坚战，如

期完成脱贫任务，是河南上下的一致行动。

作为立足中原的一家负责任的国有通信企业，中

国移动河南公司自觉投身于这场“攻坚战”中，积极发

挥自身优势，以信息化助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补齐

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处处彰显其“忠

于历史使命、致力河南发展、专注本土服务、注重责任

担当”的企业精神。

如今，在中原大地上，河南移动通过“互联网+”

正在加出一番新天地：“信息路”加速铺设，老百姓脱

贫致富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支撑；朵朵飘荡的“农业

云”，让农业装上了“最强大脑”，彻底告别“靠天吃

饭”；应时而生的“智慧村庄”，使得传统和现代相得益

彰、交相辉映。

铺设“信息路”：
农民脱贫搭上“互联网快车”

“要想富，先修路”，这话搁以前，多指交通基础设

施是一个地区发展的先决因素，如今，随着时代的发

展，不仅要“修路架桥”，更要铺设起“信息高速公路”，

缩小地区间的“数字鸿沟”，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和群众脱贫致富。

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省委、省政府根据中央

精神于今年初制定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

见》。其中明确指出，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破除制约

发展瓶颈，加大“互联网+”扶贫力度，加快推进宽带

网络覆盖贫困村、实施电商扶贫工程等。

积极践行企业责任，实施“互联网+精准扶贫”，

认真开展网络专项提升行动，正是河南移动利用自身

优势、助力我省脱贫攻坚的“应然选择”。

在河南的最西边，有着全省面积最大、人口密度

最小、平均海拔最高的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卢氏

县，该县有贫困村 110 个，63134 名贫困人口，贫困发

生率 18.9%。

助推卢氏脱贫攻坚，河南移动一直在积极行动、

“精准滴灌”力拔穷根。河南移动卢氏分公司抽调专

人针对贫困村进行网络现场勘察和资源调配，加快基

础通信网络建设进度，为信息化扶贫奠定基础。积极

筹建信息化精准扶贫平台、畅通帮扶与贫困信息的沟

通渠道，提出《卢氏县智慧城市&信息化精准扶贫项

目综合方案》，方案涵盖贫困村基础网络建设、入驻大

数据云计算中心工作推进、精准扶贫服务管理平台、

脱贫攻坚督查平台、职业农民掌上培训平台以及互联

网+旅游、教育、医疗、政务等信息化项目。此外，成

立扶贫工作队驻村帮扶，加大精准扶贫力度，通过看

房、看粮、看劳力、看教育这“四看”和问本人、问邻居、

问村组干部这“三问”，深入了解致贫原因、困难所在，

使真正的贫困户纳入到困难帮扶中，达到精准识贫、

精准脱贫。

“卢氏县‘山大沟深’，村民居住分散，网络建设有

一定难度，但扶贫攻坚刻不容缓。”河南移动副总经理

余谦表示，河南移动一定全面落实省长陈润儿不久前

调研卢氏脱贫攻坚工作的要求，勇于担当、克服困难，

进一步扩大网络覆盖面，推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助

推卢氏脱贫攻坚。

目前，河南移动已初步制定出卢氏脱贫攻坚基础

移动通信网络建设和网络优化计划，拟投资上亿元，

进一步补齐卢氏基础通信服务和信息化短板：针对今

年脱贫的 22 个村，加快增补基站、光纤宽带建设进

度，确保 12月底前全部完成；持续加大对卢氏网络资

源的投入，明年计划在卢氏新建基站 100 余个，并实

现 150 个行政村的宽带覆盖；针对卢氏境内高速、铁

路、省道、国道、景区、乡村主干道和居民超过 10户以

上的村组进行 4G 网络的持续优化；系统完善涵盖百

姓衣食住行和产业脱贫的《智慧卢氏&信息化精准扶

贫项目》方案，预计明年全面实施。

编织四通八达的“信息路网”、夯实脱贫致富的基

础支撑，河南移动在卢氏的具体实践只是其助力我省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一个侧影。“致力于城乡基础通信

的建设和改善，是河南移动的使命所在，公司将针对

脱贫攻坚持续投入巨大资源，不断扩大贫困地区基础

网络和宽带网络的建设和覆盖，力争让贫困户尽快搭

上‘互联网快车’，早日实现脱贫致富。”河南移动相关

负责人如是表示。

遇上“这朵云”：
农业发展有了“最强大脑”

当黄土地遇上“农业云”，当“靠天吃饭”的传统农

业遇到了大数据，又会长出怎样的“果实”呢？

河南是农业大省，河南移动依靠“农业云”、物联

网的技术正在为传统农业装上“最强大脑”，农民脱贫

致富也有了“神兵利器”。

不论是种菜，还是养花，农民只需按个开关，或是

完全听“指令”，就能种好菜、养好花。许昌市将官池

镇天和农业种植大棚里，空气湿润、温度适宜，蔬菜

长势喜人。

与传统种植大棚所不同的是，在大棚的中央悬

挂着不少看起来奇奇怪怪的“小铁盒”。而这些不起

眼的“小铁盒”，正是农业智能化的小功臣，里面装有

感应器，可实现对棚内土壤的盐碱度、湿度、温度、有

机无机含量、农田灌溉水质，农田大棚的湿度、温度

和光照的数据采集。棚内温度高它会发出警告，土

壤湿度低它会提示。而在蔬菜大棚的顶部，每隔几

米也有一个监控摄像头，摄像头有自动拍照功能，可

以按照设定的时间自动上传所拍摄的照片给管理人

员，便于监测病虫害，提升蔬菜的品质和产量。

“现在种大棚容易多了。”天和农业管理人员告

诉记者，只需要轻点鼠标或者智能化手机，就可以登

录“移动农业信息化控制及数据分析系统”查看棚内

土壤、空气的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等相关信息，并

根据这些基础数据对棚区农作物开展机械化控制，

实现远程控温、控光、控风、控水等功能。

农业、农村的信息化是国家信息化、现代化的基

础和重要组成部分。而传统模式下的农业组织往往

单一、分散，农民从种养到产出销售，没有形成产业

链真正意义上的价值产品。力量分散，无法面对大

市场信息，严重缺乏获取市场信息的能力，农村信息

瓶颈，一直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掣肘。

“农业云”的出现，帮助农民打破了这种困境。

河南移动于 2015年同省农业厅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双方通过强强联合、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技术

融合等方式，共同推进农业信息化进程。“农业云”基

于河南移动“云平台”，规划了自动管理、自动生产、

信息服务、电子商务四大类信息化应用，不仅能帮助

用户完成实时监控，更能实现农业精准化生产、商品

化管理，产品质量可全程追溯。

目前，河南移动“农业云”提供了农信通、豫农

信、动物检疫申报等 25项产品和应用，累计发展客户

超过 600 万。除在许昌外，河南移动还在三门峡、郑

州等多个地市先后建设了智慧大棚、自动灌溉等项

目，有效推动了农业信息化发展，拓宽了农民的增收

渠道。

打造“智慧村”：
农村建设插上“腾飞翅膀”

作为河南“智慧城市”建设的主要承建者与推动

者，河南移动人始终有这样的感受，“好似每天都要

进行一场百米赛跑，不敢有丝毫懈怠”。

据统计，截至目前河南移动已累计投入 270 亿

元，陆续在 17 个地市开启智慧城市建设，覆盖全省

5600 万名移动客户、2500 万个家庭客户、290 万家政

府和企业客户。如今，一座座智慧城市，串起了河南

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要素，由点成线，由线及面，一张

服务政务、惠及产业、造福百姓的智慧网络已然织起。

一部移动手机就可以乘公交、逛景点、查社保、实

现远程医疗；轻点鼠标，景区用户热力地图跃然“屏”

上，人流趋势一目了然；道路轻微事故，无需交警和保

险人员到场，当事司机掏出手机动动手指就能快速处

理，耗时不到半小时……“智慧”“智能”正在加速融入

人们生活的每一条“神经末梢”。

与“智慧城市”建设遥相呼应，河南移动加快实施

“宽带中原”战略、着力打造“智慧村庄”，尤其针对贫

困村庄持续加大信息与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通过

“互联网+”手段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插上智慧的“隐

形翅膀”。据介绍，“十三五”期间，河南移动将累计投

资 548 亿元，持续推动我省信息和通信基础设施能力

稳步提升。

产业扶贫是脱贫攻坚战的“重头戏”，而建设智慧

服务平台、发展乡村旅游便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就在不久前，河南移动焦作分公司与焦作孟州市就

“智慧莫沟”项目达成合作协议，借助 ICT（门户网

站）+IDC（服务器托管）+宽带接入+MAS（短信平

台）+WLAN 等信息化手段，对老家莫沟网站、微信公

众号、手机 APP、无线 WiFi 工程等内容进行了全覆

盖，实现了对莫沟村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旅游景点、

南太行窑洞文化的全方位信息化展示宣传，成功将

“互联网+”基因移植到古老的原生态文化中，为打造

集宜居宜业、休闲旅游、生态观光为一体的特色村庄

插上了飞翔的翅膀。此外，河南移动还针对武陟县发

展畜牧业的优势，为该县搭建了一揽子信息化解决平

台，助推其畜牧业实现绿色养殖、安全生产。

“智慧村庄”搭建起互联网为农便民服务的框架

和“筋骨”，缩短着城市和农村的差距，改变着人民的

思想观念，贫困地区的农民也愈发“潮”起来，逐渐“触

网”，越来越多的土特产品开始走出大山、行销全国乃

至世界……河南移动正是通过“互联网+”在不断加

出农村、农业、农民新的变化和新的气象。

“加快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决不

让一个贫困县、一个贫困村、一个贫困群众掉队”这是

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亦是河南移动作为负责任的国

有通信企业的担当所在。

“互联网+”加出“三农”新天地
——看河南移动如何助力河南省脱贫攻坚

□ 乔 地 王延辉

河南移动河南移动““农业云农业云””信息化智能监控系统信息化智能监控系统，，种植大棚内的湿度种植大棚内的湿度、、温度可实现自动采集温度可实现自动采集，，实现了数据提取实现了数据提取、、
分析和处理的信息化分析和处理的信息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