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纪伟 杜辉升
本报通讯员 张文军

“创业孵化中心的收益不是来自房租，
而应该与创业公司共同成长，投资企业未
来。”日照三运新动能创业创新孵化基地负
责人金文说。今年4月，这家位于日照开发
区的创业孵化基地挂牌运营，该基地将企业
孵化模式从提供厂房升级到提供创业团队，
让高端人才可以“拎创意入住”，也使得
“一人公司”的创业模式在这里成为可能。
这个孵化基地成立刚刚半年，已吸引四十余
家企业进驻。

“一人公司”如何建

“这间办公室虽然空无一人，但即将成
立一家专攻大型厂矿安全系统的物联网公
司，除了公司的创始人刘德权博士负责核心
技术，这家公司没有雇用任何员工，公司的
注册、财税、运营等业务都外包给了孵化基
地，可以说是‘一人公司’了。”1 1月1
日，在日照三运新动能创业创新孵化基地的
办公区，该基地负责人金文告诉记者。

据金文介绍，今年9月份，他在全国人
力资本论坛上认识了籍贯日照市的刘德权博
士，心系故乡的刘德权有意在日照建立公

司，但也有顾虑：由于没有足够的时间常驻
日照，又担心被各种事务缠身，所以这个想
法一直没有付诸行动。了解到孵化基地的情
况后，双方决定以技术支持+日常运营的合
作模式成立一家科技公司，在日照市开展业
务。“高端人才专攻技术，不想做公司法
人，孵化基地提供的全流程服务正好可以满
足他们的创业需求。”金文说。

在该孵化基地的办公大厅里，一排排橘
黄色的工位整齐簇新，工位两边的办公室大
多已有公司挂牌进驻。记者了解到，一间办
公室加一个工程师的创业模式并不是基地中
最“简陋”的公司，这些看似无人使用的工
位也可以成为创业公司的“办公场地”。该
孵化基地一名工作人员指着其中一个崭新的
工位说：“这张桌子虽然从来没用过，但已
经租给了一个工程师，虽然他平时不来，却
已经在孵化基地的帮助下成立了公司，开展
起了工业设备维护的业务。”

7人团队运营40余家企业

目前进驻孵化基地的企业已有40余家，
主要分为科技型企业与设计服务型企业两大
类。金文带领了一个7人团队，运营着人力
资源、财务金融、法律、科技研发、市场营
销等五个方面的外包服务业务，可根据进驻

企业的实际需求，会同专业服务团队为企业
进行创业辅导，或以股权投资和专业服务投
资的形式给企业提供种子轮投资，与进驻企
业共同发展。目前，该孵化基地针对科技型
中小企业，提供免费的工商注册、税务登
记、创业辅导、法律咨询等创业服务，对符
合条件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办公场地房租
减免优惠。

去年，这座六层小楼还是孵化基地所属
的日照三运控股集团自用的办公楼，今年
初，集团发起了内部创业的活动，鼓励集团
员工发挥所长自主创业，集团提供资金、技
术、运营等方面的支持。为了更方便地服务
员工创业，集团成立了一个小型的服务团
队，帮助员工处理创业过程中的日常事务。
后来，这个服务团队经过整合后成立了现在
的日照三运新动能创业创新孵化基地，正式
对外开放，提供创业服务，收取服务费用。
从今年4月份孵化基地挂牌成立至今，仅半
年多时间，已有40余家企业进驻，凭借高效
便捷低成本的创业服务模式，进驻企业大多
有了健康发展。

目前，该项目一期已有建筑面积9000余
平方米，厂方仓库2000余平方米，还配套了
会议室、健身房、餐厅，最多可容纳150家
企业进驻。在项目二期规划中，物流总部基
地综合体和高端商务酒店等子项目的建设也

已提上日程。

从创业到上市全流程帮扶

“除了帮助创业公司完成日常运营外，我
们还在探索建立完整的企业加速发展体系，
帮助企业在创业初期形成规范健康的经营理
念，直到公司成功上市。”金文告诉记者。

作为一家专注于新兴科技和文创产业的
专业孵化平台，日照三运新动能创业创新孵
化基地围绕现代产业的创新过程需求，以战
略职能外包形式，为创业者、初创企业提供专
业职能管理服务和技术创新、企业孵化等综
合集成服务，用兼职的初期成本，获得专业的
领域服务，快速占领市场。此外，该孵化基地
还可为企业提供战略分析、营利模式设计、专
题研究等管理咨询；提供科研开发、经贸、投
资和技术转移活动等领域的专利信息检索、
评议、知识产权导航等；辅导企业进行高新技
术企业申报；提供投融资服务等。

目前，进驻孵化基地的40余家企业中，
有5家选择与孵化基地合股经营。“我们也
在尝试多元化的孵化模式，收取创业服务费
虽然资金回收较快，但投资企业、共同成长
是落子未来。从出租厂房到出租团队，创业
孵化中心的经营模式还有很大的探索空
间。”金文说。

从提供厂房升级到提供创业团队，高端人才实现“拎创意入住”———

这个孵化基地频现“一人公司”

□本报记者 肖 芳
本报通讯员 于正阳 隋鹤

今年前三季度，青岛市即墨区空气PM2 . 5
浓度31ug/パ，同比改善24 . 4％；PM10浓度65ug
/パ，同比改善17 . 7％；NO2浓度26ug/パ，同比
改善16 . 1％；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82％，同比
改善21 . 7％。上述三项污染物及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考核得分，即墨均在青岛十区市中排名
第一。

“蓝天白云”成即墨“气质”新常态的背
后，是当地铁腕治污的魄力和行动力。

今年以来，即墨区环保分局会同多部门
联动，向大气污染宣战。这场“战役”，被细化
为“四项治理”行动：

实施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今年以来，

全区共淘汰燃煤锅炉31台，有效降低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等大气污染物排放。到今年底，
燃煤机组和城区范围内所有10吨以上燃煤锅
炉将全部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工作。

开展石化、有机化工、表面涂装、包装印
刷等四个重点行业的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截
至目前，全区16家包装印刷等挥发性有机物
排放企业已经全部完成治理。

加强“散乱污”企业治理。按照“关停取缔
一批、搬迁整合一批、停产整治一批”的要求，
开展多轮排查清理。截至目前，全区83家“散
乱污”企业已全部关停取缔。

加强建筑工程扬尘污染防治。建筑工地
和市政工地做到“现场封闭管理、场区道路硬
化、渣土物料篷盖、洒水清扫保洁、物料密闭
运输、出入车辆清洗”六个“百分百”，有效降

低全区扬尘污染。
在对大气污染“零容忍”的同时，即墨区

还出台相关财政政策，更大程度地激发各镇
街改善空气质量的积极性。

今年3月7日，即墨区对镇街开展环境空
气质量考核补偿工作。根据环境空气自动监
测站的监测数据，即墨以镇街PM2 . 5、PM10两
项污染物平均浓度达标改善情况为考核指
标，对各镇街实行月度考核，每季度向社会公
布考核结果。空气质量改善得力的镇街领奖，
反之将得到处罚。目前，环秀、龙泉、龙山等3
个街道分别得到5万至50万元不等的奖励，另
有1个镇街因环境改善不力受到处罚。

为进一步巩固蓝天保卫战胜利果实，即
墨区近日出台《即墨区打赢蓝天保卫战作战
方案暨2013—2020年大气污染防治规划三期

行动计划(2018—2020年)》，明确了下一阶段工
作目标：到2020年，即墨区PM2 . 5、PM10年均
浓度要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二氧
化氮、臭氧年均浓度持续改善，二氧化硫年均
浓度不超过一级标准限值，空气质量优良率
不低于80 . 1%，重污染天数不超过4天。“即墨
区要以对全区人民和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
度，切实保护好绿水青山、碧海蓝天。”即墨区
委书记张军说。

记者了解到，该区现已确定了打赢“蓝天
保卫战”的8项重点任务55条具体措施。这些
举措目标清晰、操作性强，例如：全面淘汰10
蒸吨/小时及以下燃煤锅炉；全部淘汰国Ⅱ及
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车辆；中心城区公交车除
保留必要数量燃油车进行应急保障之外全部
更换为新能源汽车和清洁能源汽车等。

前三季度空气质量改善率居青岛第一

蓝天白云成即墨“气质”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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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孙久生 报道
本报宁津讯 10月26日，宁津机器人产业基地项目正

式投产，该项目从签约到投产仅用4个月时间，两期项目
投产后可形成年产值超5亿元的规模。

据悉，该机器人产业化项目由上海山速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投资8000余万元建设，涉及工业无人驾驶技术、
SLAM导航定位、人工智能和多传感器融合技术。以此项
目为带动，该基地将逐步形成集机器人科研、设计、生
产、组装、测试等于一体的整体性产业链布局，在制造
业、电商、物流、医疗等领域有着广阔应用前景。

□记者 吴宝书
通讯员 王恩标 报道
本报东明讯 由中国田径协会、菏泽市政府主办的国

内首个原生态黄河马拉松比赛，11月4日在东明县黄河大
堤上开跑，上万人报名参加比赛。据悉，今后这项赛事将
每年举办一次。

东明县是黄河入鲁第一县，本次马拉松以该县最具代
表性的黄河大堤景观大道作为赛道，在国内可谓独一无二，
选手们一边奔跑，一边可欣赏沿途的黄河自然风光。竞赛分
为全程马拉松（42 . 195公里）、半程马拉松（21 . 0975公里）和
迷你马拉松（3 . 5公里），最终来自新疆的选手巴合塔尔·吾
拉孜艾力以2小时30分26秒获全马冠军。

宁津机器人产业基地落成

国内首个原生态黄河马拉松

东明开跑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张传喜 报道
本报枣庄讯 11月1日，记者从枣庄市市中区扶贫办

了解到，该区研究制订了支出型贫困家庭脱贫解困帮扶救
助实施细则，所有支出型贫困家庭得到及时救助。

据区扶贫办主任刘峰介绍，在落实临时救助、扶贫项
目收益资助、社会帮扶救助的基础上，区民政局设立支出
型贫困家庭专项救助资金，实行专账管理，经基本医保、
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和扶贫特惠保险报销后，住院医疗费
用个人负担金额在3000元以上的，进行专项救助，目前已
为79户支出型贫困家庭发放专项救助资金12 . 76万元。

同时，对215名失能和半失能人员全部分类落实照料
措施。对家庭内部无人照料的失能半失能人员，由民政部
门牵头与镇街联合采取措施，在镇街福利院实行集中供
养，对有精神疾病不适宜到福利院的失能人员，采取到精
神医疗卫生机构集中治疗的方式，按照每人每月500元发
放护理补贴。目前，共落实家庭内部无人照料的失能人员
61人，其中到福利院集中供养10人、到精神医疗卫生机构
集中治疗19人；开展邻里互助照料32人。对家庭有人照料
的154名失能半失能人员，逐个签订亲情护理协议，将失
能人员补贴标准由原来的每月80元提高到200元。

枣庄市中区

救助支出型贫困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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