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部：
中国“独角兽”企业超130家

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张志宏 3 月 24 日表示，2016 年我国

“独角兽”企业已达 131 家，其中技术驱动型占绝大多数，104 家

产生在国家级高新区。

我国目前已有 16 个城市出现了“独角兽”企业，其中，北

京、上海、深圳、杭州成为我国“独角兽”企业主要集聚区域，均

超过 10 家。

ofo联合骑呗
发布定制版单车

共享单车 ofo 于 3 月 24 日下午宣布，将与骑呗单车联合推

出定制版小黄车 ofo L1，并于 26 日在杭州和济南进行投放。

此次推出的定制版新车 ofo L1，将配备智能锁，支持扫码开锁

功能。此前有消息称 ofo 斥资 1 亿元投资骑呗单车，占股 20%，

ofo 方面正式辟谣。

腾讯控股
授出2852.6万份购股权

3 月 24 日晚间消息，腾讯控股发授出购股权公告，公告中

指出，董事会宣布，腾讯公司于今日根据 2007 年购股权授出

28526215 份购股权以认购股份，每份购股权赋予购股权持有

人权利，可于行使该购股权以行使价每股 225.44 港元认购，股

份授出日期的收市价为 225.2 港元。

购股权的有效期直至购股权授出日期后 7 年期间的最后 1

天为止。腾讯公司执行董事刘炽平为其中一位承授人，获授

予 5250000 份购股权。

完美世界
入股“三生三世”制作公司

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午间发布公告，旗下公司将出资 5

亿元，认购新三板挂牌公司西安嘉行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股份并受让部分现有股东的股权，交易完成后，完美

世界将取得嘉行传媒 10%的股份。

按照这一价格估算，拥有明星老板杨幂的嘉行传媒，目前

的估值为 50 亿元，杨幂间接持有的嘉行传媒股权价值 3.45 亿

元。

华兴新锐
创业公司的“金刚钻”

宽带提速降费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中，光纤如何入户牵

涉到很多部门。施工建设是一件技术活，以往铺设光纤全靠

进口设备和进口工具。如今，很多创业公司依靠技术优势正

在改变此种局面。

华兴新锐近日发力光纤市场，推出系列高端技术强大的

便携式光时域反射仪（OTDR），主要用于主干光缆线路铺设

和维护, 探测距离在 100-150KM 以内。采用电容触摸屏，支

持多点触控，现场测试作业速度快效率高。全新的软件算法，

配备大内存工业 CPU，保证测试结果准确稳定。

百度
在硅谷再设人工智能研发中心

百度计划在硅谷开设第二家研发机构，寻求在人工智能

领域获得优势。百度周五在一份声明中说，它将新增能容纳

150 名员工的办公场地。

百度目前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森尼韦尔的研发机构有约

200 名员工，两个研发机构相距 1 英里。

本报记者 李 禾

3月9日，科技部火炬中心一行人到西安蒜泥科

技孵化器公司调研，认为“大开眼界”。而在 2月 19

日，科技部公布了2016年度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名单，该公司被确定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以及

国家级众创空间。

只有3年多时间！3年前，对于蒜泥科技董事长

曾凡宏来说，是他生命中的转折点。作为一个上市

公司副总裁，他在就读 EMBA和游学中外的过程中

决定自己创业，他舍弃了年薪百万的高管职位，创办

了西安蒜泥科技孵化器，打造众创空间，为初创企业

“孵化”前程。

学习欧美模式又结合中国特色

约定采访时间，步入一楼大厅，最先扑入眼帘的

一个路演舞台。舞台左侧是蒜泥创客咖啡厅，右侧

是蒜泥创新实验室。

“实验室主要是给创业公司做研发实验、打样使

用。里面有3D打印机、切割机、开源软硬件、手工坊

等一系列设备。有了这个创新实验室，创业公司就

不用为了实验自己购买设备，这样就为孵化基地的

创业公司节约了成本”。

“在实验的时候，特聘教授作为创业导师在旁边

指导，帮助他们完成实验一系列的程序。此外还有

一部分改造成为若干个独立的小办公室，主要出租

给律师、会计事务所、知识产权代理、工商代理等等

中介服务，主要是为孵化创业公司提供方便服务”。

“二层到四层，是规模大一点的创业公司，一般

规模在 50人以上，他们一般有自己的技术和市场，

并且有一定的盈利能力”。

“五层是一个开放式、大开间、彼此相接的工

位。在这里的都是最基础的创业者，每个团队大约

有10人—20人，大家在一起办公。临窗用玻璃隔出

的一个个房间，是给独立创始人的办公室。相对独

立的办公室方便开会和接待一些客户，我们学习了

美国硅谷和以色列洼地敞开式办公的模式，又结合

了中国特色。”

边走边说，曾凡宏带着我们参观完整个孵化器。

资料显示，蒜泥科技面积 1.3万多平方米，孵化

方向为：智能感知与图像理解、多维全彩扫描、3D打

印技术、虚拟现实技术、智能制造、机器人、无人机应

用技术等。

如今，由此“毕业”走出孵化基地的企业已超

过 10 家。他们大都找到了新的投资，搬入了新的

厂址。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家企业，年利润已经上

千万元。目前在孵企业还有近百家，85%的企业

已经开始盈利，入孵企业吸纳创业、就业人才近

2000 人。

“创客空间+创业孵化器+企业加速器+创业培

训+创业基金”的科技创业生态环境，“自由、开放、

交流、分享”的创客理念，以一站式3D智能创业孵化

服务，为科技创业者提供全方位、全要素的成长空间

和专业化的创客辅导。

去年，他们又在深圳创办了一家3000平方米的

科技孵化器。

专利引源 站在行业制高点

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孵化器，有些是以孵化器之

名做房地产之实；还有一些孵化器纯粹只是做二房

东，然后再套取一些国家扶持资金勉强维持生存。

而蒜泥科技则完全不同。他们和陕西省知识

产权局合作，利用专利引源分析为手段，对一个行业

进行技术信息和人才队伍的准确掌握，站在行业的

制高点孵化企业，为入孵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打

造一个全产业链行业，形成一个具备行业生态圈的

孵化器。

曾凡宏说：“谋求专业孵化器路线是整个行业必

经之路。专利引源对孵化器的健康持续发展有非常

重大的指导意义。”

蒜泥科技选择国内外技术热点，以专利分析为

手段，绘制全世界范围的专利地图，划分技术分类体

系，滤清技术脉络，从中选择孵化企业的“专向”领

域，打造专业核心领域的孵化器；避开技术成熟区的

“红海空间”，从技术空白点的“蓝海空间”为参考，结

合上下游的技术结构，有引导性的选择和邀请孵化

企业，实现在某一热点行业的真正“集聚”；从专利的

聚类分析中找到行业专家，组建行业专家库，建立孵

化专家委员会，邀请孵化专家定向指导孵化企业；以

专利地图为引导，有针对性的鼓励孵化企业进行“知

自知彼”的专利布局，以组建“孵化专利池”，从行业

的制高点发展孵化器，同时也是对蒜泥孵化器一笔

巨大的无形财富。

高校是“双创”技术孵化的源头

蒜泥科技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是校长级的合

作。西电在学生活动中心设立了西电蒜泥创客空

间，里面创客团体非常活跃。蒜泥科技提供耗材和

有关经费，校级竞赛获奖者给奖金鼓励；参加省级、

全国级比赛除解决差旅费外，获奖同样有物质、奖金

奖励。过去，学生们的发明成果，当事人毕业后即沉

睡于展览室；现在有三条出路：首先如果成果 OK，

可以通过众筹平台做生产尝试；第二，可以将成果推

荐售卖到对应的科技企业；第三，如果真的想独立创

业，蒜泥提供资金等配套支持。这样年轻人的创新

技术，在蒜泥的推动下，以最高效的路径实现科技与

生产力的相互转化。

曾凡宏说，他们对孵化企业最大的帮助是创业

辅导。通过创业导师对入孵的创业公司进行一对一

的辅导，实现导师和创客的无缝沟通和衔接。

据了解，蒜泥科技里有 20多个创业导师，每个

导师都负责几个公司的辅导，曾凡宏就辅导 4家企

业。“我们是以创业者的心态来为这些创业者服务。

我自己也是创业者，我们最懂得他们需要什么”。

西电刘教授发明的 LED 灯拥有多项原创性发

明专利，苦于缺少资金、没有厂房，不能批量生产。

前几天，曾凡宏带着他去和一家公司对接，那里有厂

房、有实验区，双方很快签订了共同投资建厂生产合

作协议，首期资金500万元也已到位。

有个公司“蟹小姐”，在做异地拓展的时候，就找

到了曾凡宏。而曾凡宏是这方面的专家，他曾在全

国开过近百家大型超市分店，可以帮助他们做组织

架构，做流程设计。

在蒜泥创业，没有钱没关系。蒜泥科技对看准

的项目以投资换股权，作为后期盈利的主要方向。

比如旋飞无人机项目，去年蒜泥科技投入18万元现

金加上 3 年的房租，拿到了该项目 20%的股权。后

来，帮助创业公司拿到了首批200架无人机的订单，

价值近2000万元，这个项目就被救活了。蒜泥科技

现在投资了10家公司，大部分投资占5%—8%之间。

曾凡宏说：“我们常把创客比喻成为鸡蛋。我

们首先要把金蛋从众多鸡蛋里挑出来，然后孵化出

小鸡。在这个过程，你给他的支持越多，成活率越

高；到了加速器时期呢，是我们最放心的时候。因

为这时候他有了一定的免疫能力了，已经自己产生

抗体了。”

蒜泥科技 不做二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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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创空间

“原来山里的道路都是我们基地自己修的，但

基地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如今县财政每年投入

上千万创业专项资金，补齐创业企业水、电、路等基

础设施的‘短板’。”李长明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时至 3 月末，北京等地的桃花、白玉兰等正在

怒放。而陕北黄土高原丘陵区腹地，榆林市子洲县

时时飘着雪花。

坐车沿水泥路蜿蜒而上，路两侧是坡度超过

60 度的山坡，李长明投资建设的万亩核桃基地正

位于这些陡坡上。在过去的 6 年时间里，在一座

座山头开垦出层层错落有致的梯田，栽下成片的

核桃树。

李长明的万亩核桃基地涉及淮宁湾镇麻塔村

及周边 5 个村 806 户村民。通过多年的科学化经

营，这片核桃基地越来越受到当地村民的欢迎。

现在已经成为子洲县现代山区农业集约化、规

模化、专业化经营的“领头雁”。不仅带动周边的村

民的富足，而且还得到了县里的支持。按照子洲县

的规划，到 2020 年，计划核桃面积发展到 35 万亩，

产量达 2.3万吨左右。

本报记者 唐先武

创业故事

共享单车刚试水
永安行递交IPO申报稿

3月 24日晚，证监会官网正式披露，常州永安公共自行车系

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安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

书申报稿，该公司此次股票的发行总量不超过 2400 万股，并计

划投资 5.98亿元募集资金，用于“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补充

公共自行车建设及运营项目运营资金”和偿还银行借款等项

目。据了解，永安行曾于 2015年 6月披露过 IPO 招股书申报稿，

2016年下半年开始少量试点布局无桩共享单车业务。

点评
永安行以有桩公共自行车业务起家，从去年共享单车火了

之后，也开始入局无桩共享单车，兼顾有桩和无桩两块业务。从

IPO 招股书申请稿的最初递交日期能够知道，永安行 IPO 排队

已经 20多个月仍未通过。而此次更新申请稿，可能是由于其在

共享单车领域尝到了甜头，并希望借着共享单车的迅猛势头再

次冲击 IPO。不过，永安行的体量较摩拜、ofo来说还很小，能不

能成为优势还不好说，其 IPO何时能成功也未可知。

（本报记者李艳综合报道)

李长明也曾是外出经商大军中的一员，通过销

售酒等生意，赚到了钱。2011 年，李长明回到了麻

塔村，发现家乡贫困如昔。李长明在山西汾阳做生

意时，看到当地农民每亩核桃产值上万元，而子洲

没有工业，建设生态农业有天然优势，于是萌生了

在家乡栽植核桃的想法。

子洲是典型的山区县，生产效益低，农村劳动

力大量流失，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导致

全县半数以上的山坡地撂荒。

陕北有种红枣、苹果的传统，但麻塔、沙河、九

沟等村子多是坡地，果子收获时，容易滚下山坡摔

烂。“核桃有坚硬的外壳，外壳外面还有一层青皮，

收获果实较方便。”李长明说。

子洲天气寒冷、干旱，是否适合核桃生长？于

是，李长明多次到陕西黄龙、宜君及山西吕梁等市

县实地考察核桃发展情况，邀请山西吕梁核桃研究

所、陕西渭北核桃研究所等专家来淮宁湾镇考察。

“当时山里没有路，专家是沿着沟壑爬上去

的。”李长明说，通过对当地气候、土壤等情况的反

复论证和测量，得出结论：子洲县虽有晚霜和干旱

两个因素的威胁，但只要进行人为干预，种植核桃

是可行的。专家的结论坚定了李长明的想法，他把

常年撂荒的山地和耕地承包下来，在干硬圪梁上一

点点凿出万亩核桃示范基地。

“专家测土发现，当地土壤中不缺氮，但缺少

磷、钾，我们就精准施肥；果树生长需要 500多毫米

的降水，但当地年平均降雨量 400 多毫米，我们就

发展旱作节水技术，精准浇水。”李长明说。

为科学管理，核桃基地还与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山西吕梁市林业技术推广站等达成长期技术指

导合作协议，对核桃树种植、病虫害防治、剪枝等

科学管理实用技术进行深入研究。李长明专门

注册了种植养殖农民合作社，以公司形式高效化

运作基地。在实际生产中，合作社在核桃幼树期

适当间种矮秆作物，同时加大了基地的生畜养殖，

构建“核桃—绿肥—饲料作物—生态养殖—核桃”

为一体的果畜结合山区林业生态循环经济发展模

式。目前，已完成长明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8000 多亩核桃园、5000 亩的生态林建设；示范园先

后建设、开通环山主干道 36公里、生产道路建设 20

公里，建成办公场所、加工基地，通讯、灌溉等基础

设施建设，累计投资总额达 5000多万元。

让李长明欣慰的是，其他农户看到种植核桃的

效益，纷纷仿效，已辐射带动周边建设核桃园 16多

万亩。李长明不但为之提供种苗，而且给他们技

术、管理等方面的指导。

专家帮扶

“老司机”转行栽核桃

在麻塔等村子里，路上行人寥寥。偶尔遇见

几个，基本都是上了岁数的。李长明说，基地里

种树、灌溉、锄草、施肥等管护工作都是由这些

50—70 岁的留守老人完成的。留守老人出去打

工年龄大没有人要，在家种地收入很低。如今，

老人把自家地租给基地，每亩每年拿到 50 元租

金，再加上自己在基地工作，顺便养牛、羊、猪等，

每人每年纯收入约 3 万多元。

“锄草、灌溉和养羊等农活都是老人们干习惯

的，但他们毕竟年纪大了，今年能干活，说不定明

年就干不了了。他们的孩子们都在外地打工，今

后的生活该怎么办？”李长明说，2014 年，他成立

集约化种植

留守老人转身产业工人

“近年来，新疆等地大规模种植核桃，核桃产业

的竞争更为激烈。但是很多地方大量使用化肥和

农药，树冠大、产量高，但核桃的口感欠佳。我们使

用的是有机肥，以质量和口感取胜。”李长明说，除

了坚持有机生态，他还做长产业链，与科研院所合

作，采用最新技术开发各种核桃产品，核桃仁、核桃

油等系列产品均已上市。

李长明把这些年挣的钱全部都投资在核桃基

地上了。为了基地建设，他还卖掉了榆林苏庄则和

开发区的房产，贷了很多款。不过，李长明说自己

之所以如此坚定地下定决心回家乡创业，还与子洲

的创业大环境有关。

与自己邻县、陕北其他县域相比，子洲没有

什么叫得响的支柱性产业，没有煤碳、石油，没

有 成 规 模 、上 档 次 的 农 产 品 。 于 是 ，子 洲 县 在

2014 年提出了全民创业的战略举措，并把全民

创业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抓手，出台了系

列配套扶持、服务措施，鼓励“草根创业”“能人

引领创业”“精英返乡创业”，子洲县被陕西省确

定为全省“创业基地县”。

正是在县里支持下，李长明的核桃基地与农户

们顺利地签下通过租期 20年的土地流转合同。李

长明说，在收核桃等时候需要大量用工，光是基地

的人手无法满足，周边其他村子的人可以骑着摩托

车来基地上工。“换了以前，村村间没有大路，或者

路况很差，没人愿意来，这些果子可能就要烂在山

沟里了。”

据不完全统计，子洲县这几年来总共有 400多

名企业家返乡创业，投入资本 10亿元以上，创办各

类经济实体 2000 多个。截至 2016 年 10 月，子洲共

流转土地 21 万多亩，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 21.3%，

有机核桃、山地苹果、半野生黄芪等正逐渐成为子

洲的新名片。

据子洲县规划，到 2020年，计划核桃面积发展

到 35 万亩，产量达 2.3 万吨左右。李长明说，他的

小目标是核桃基地面积能达到 2 万亩。他决心要

把家乡的核桃产业做好，和乡亲们一起做好这个绿

色梦、生态梦、致富梦。

土地流转20年

圆一个绿色生态致富梦

创业圈陕北高原陕北高原
撂荒地里撂荒地里““能人引领创业能人引领创业””

了子洲县长明生态幸福院，作为依附于万亩有机

核桃示范园的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幸福院里长期

住着 60 多人。院里的老人们在基地劳动，有了可

观的经济收入，宿舍水、电、暖齐全；一日三餐食

用 的 都 是 示 范 园 自 己 种 的 绿 色 无 公 害 健 康 食

品。“更重要的是，哪位老人身体有什么不舒服

了，幸福院负责第一时间找医生，第一时间派人

看护；春节、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时，院里组织

观赏戏曲、陕北说书等，做到‘老有所做、老有所

养、老有所乐’。”

核桃树四年挂果，七年丰产。李长明说，去年

核桃销售收入约 180 万，预计今年将达 300 万元。

到丰产期后，按平均每亩 33 株、每株 8 公斤计算，

万亩地可年产核桃 260 万公斤。按每公斤 15 元计

算，可实现年产值 3900 万元，年盈利 2100 万元，户

均分红 1.05 万元。也就是说，随着丰产期的到来，

租地农户将会有更高收益，村子里的老人们生活

也将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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