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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区各地积极推进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建设，不断完善支持创业创新政策措施，规范服务流程，
提高创业服务水平，增强基地（园区）发展后劲，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为城乡创业者搭建了优质高效的创业
平台，并成为自治区创业就业工作的亮点。本期策划围绕全区各地打造自治区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这个
主题，反映我区各地的有益探索和典型经验。

编
者
按

向 东 穿 过 隆
德县繁华的城区，
便走进红崖子村
老巷子。午后，阳
光穿过老巷子树
头，洒了一地的金
色光斑，游人顺着
穿巷而过的溪流前
行畅享老时光，卖
文创产品的摊主细
声慢语地讲述文
化隆德的故事，暖
锅的香味从民宿小
院散发出来……

巷道旁，古屋
前，一排排小摊上
根雕、字画、剪纸、
绣球、手札包等文
创产品引得游客
驻足。摊主个个
都是 20 多岁的年
轻人。“房子、水、
电都免费，每个月
只用交每平方米
50 元的管理费，这
对于我们这种刚
出校园的学生真
的很友好。”大学
刚毕业的摊主刘
子豪介绍道。

老 巷 子 里 不
只景美，创业的人
也很美，老巷子文
化旅游就业创业
孵化基地聚集了
老巷子的所有美。

老巷子文化旅游就业创业孵化基
地是由宁夏隆德县隆腾旅游有限公司
运营管理，已建成创客园、书画街、秦腔
展演基地、休闲广场、书画展览馆等基
础设施，吸纳本地各类创业实体 58家，
带动就业创业人员460人。

2017年，潘娟娟辞职返乡汇入这股
创业潮，拥有了自己的暖锅店——“客
满堂”。

“刚开始创业心里真的没底，隆德
的暖锅是出了名的，我的暖锅能不能被
大众接受是我当时最焦虑的。”创业之初，
潘娟娟有着和大多数创业者一样的困
惑。在园区一次免费培训中她得到了
答案。“2019年，参加了隆腾公司举办的
产品服务及差异化策略的课程之后，我
才放下了心里的大石头。我不能就味道
这一点抓住不放，而要发掘‘客满堂’的
独特性，让大家一提起老巷子就能想到那
里有个‘客满堂’。”潘娟娟自信地说。

自2019起，孵化基地就不间断为园区
内所有经营户进行免费培训，截至目前，已
开展了“提高服务意识”“网络创业——直播
带货”“提高服务水平和从业人员综合
素质培训”等 8期培训班。全方位、多角
度对经营户进行提升，不仅解决了部分
初创者的困惑，还培养了创业能力。

黄土风情的民宿是老巷子最具个性
的风景线。老巷子原住民周荣把自家
院落打造成中式复古民宿，“老家变成
了网红打卡地，我一直想做民宿的念头
就有了落点。可是因缺改造资金等因
素，我的民宿梦一拖再拖。后来在孵化
基地帮助下，我获得了贷款、办了营业
执照，我的‘旧时光’民宿就开起来了。”

目前，创业孵化基地已协助商户办
理营业执照 50 家，办理创业贷款 18 户
165万元，为12家困难企业争取民政救助、
工会慰问及妇女贷款等项目87万元。

孵化基地建立健全了管理办法以
及独特的退出机制。以 3年为周期，3年
内经营壮大以后，不再提供免费培训，
入园企业退出园区，开始再次招入有意
向经营的就创人员。“这样做，老巷子能
有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注入，为老巷子
带来更多的创新项目，真正实现创业创
新齐发展。”隆腾旅游有限公司副经理
周军说。

老巷子文化旅游就业创业孵化基
地还在完善中，今年年底，将建成十三坊
研学基地和游客服务中心，搭建起更好
的互联互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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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从入园之初几十万的销售额到现在
1000多万元，与全通创业孵化园区的细微帮扶
分不开。”8月 4日，宁夏语味果业有限公司负责
人刘学彬告诉记者，公司从事红枣、枸杞的生产
加工销售，刚入园时销售渠道不顺畅，全通创
业孵化园区在市场开拓方面悉心指导，在贷
款担保上给予帮助，今年园区还为公司减免
了 2 万元的房租，另外，园区建立了枸杞培训
学校，每月从品牌创建、企业管理规范化、市场
开拓、食品安全等方面开展培训，帮助企业茁壮
成长。

宁夏全通枸杞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建设于
2015年，是宁夏全通枸杞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建设的制度性、智能化的枸杞产业一站式
创业服务平台。基地主要以发展中宁枸杞特色
优势产业为主，为创业实体、毕业大学生、有志
投身于枸杞产业的人士提供孵化场地、厂房、办
公设施等基础办公场所，并提供创业策划、管理

咨询、技术支持、成果转让、项目推介、资金融
通、贷款担保、人才培训、信息查询、市场开拓、
事务代理等服务。

宁夏红元正达枸杞贸易有限公司主要开展
商超配送、电子商务等方面的业务，目前销售额
达到 700多万元，带动就业 20余人。“全通创业
孵化园区每年为公司提供担保贷款，从 10万元
至 50万元不等，今年，园区为公司提供了两笔
共 93万元的担保贷款，为公司发展注入了不竭
动力。公司遇到困难和解决不了的问题，园区
总是给予精心指导，帮助企业分忧解难。”该公
司负责人张会方说。

宁夏全通枸杞以创业孵化示范带动进行重
点突破，努力通过各类培训服务为入孵企业提
供强有力的创业支撑。截至目前，基地在孵创
业实体 34 个，从业人员达 345 人，自 2015 年开
展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创建以来，为各类入孵企
业免费提供厂房、创业担保贷款、搭建贸易经济

平台，开展人才招聘、员工培训，累计孵化创业
实体66户，带动就业700余人。

此外，宁夏全通枸杞先后组织孵化企业参
加河南农洽会、德国有机食品展、迪拜国际食品
展等产品展会 10余次，办理项目代理、企业执
照代办服务 50余次，开展创业培训 60余人次，
发放创业贷款1000余万元，发布人才招聘3500余
次，从业人员年工资收入总共 2400 多万元，实
现了创业带动增收。

宁夏全通枸杞总经理赵逢春说：“宁夏全通
枸杞谋求多元发展，抓好特色农业、酒业、药业、
大健康等多个产业领域的谋划发展，落实稳岗
就业和服务保障，推进中宁枸杞品牌建设，助力
城乡居民增收致富。企业着力推进枸杞精深加
工，延伸枸杞产业链条，把枸杞‘吃干榨尽’，今
年，建立‘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现代农业发
展模式，带动附近妇女、年龄偏大就业困难群体就
近采摘用工200多人，工资性收入200多万元。”

宁夏全通枸杞创业孵化示范基地：

打造创业“梦工厂”
本报记者 杨志挺

走进银川
市海沃空间小
微企业创业孵
化基地，建筑
物错落有致，
办公楼、休闲
娱乐综合体、
多功能会议室、
停车场等公共
服务设施一应
俱全。

宁夏汇晟
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杨
振海是这个创
孵基地的“老
学员”。“入园
有现成的办公
室，各种设施
一应俱全，我
们 只 管 干 业
务，其他的都
不用操心。”8
月 1 日，杨振海
说，“自从入园
后，企业从最
初的 20 多人发
展为 60 多人的
团队，不仅人
员翻倍，业务
量也翻了倍。”

2019 年 ，
杨振海所在的
公司成为孵化
基地的第一批
入园企业，主
要从事环保管
家、环境科研、
环境规划、生
态环境工程可

行性研究及方案设计等方面的工作。
经过 3年多的孵化，该公司业务范围覆
盖宁夏全域，并延伸至陕西、甘肃、内蒙
古、青海等省（区）。累计完成各类咨询
报告 700 余项。2019 年被自治区科学
技术厅认定为科技型中小企业，2021
年入库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杨振海坦言，这得益于海沃空间
的全链条孵化。

“这里有政策咨询、创业培训、导
师指导、科技项目申报、财税咨询、知
识产权代理等一揽子帮扶举措，入园
企业可以得到全链条孵化。”杨振海
告诉记者，特别是自 2020 年以来，面
对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创孵基地
通过减免房租、全力做好后勤保障
等措施，给企业分压减负，加足马力
保障企业度过市场“寒冬”。

同样作为海沃空间的“元老级”企
业，宁夏华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自入
园以来，依托集聚效应谈合作、广开
路；通过科技项目申报亮品牌、谋创
新；参加辅导培训促产业、明发展。
3 年间，已完成 200 多个项目，产值从
不足 100 万元提升至 600 多万元，收
益年年提高。“依托孵化基地的帮
扶，我们企业间聚集发展、业务互融、
人员互用、资源互享，在便利性与业务
量上都有很大的提升。”总经理王怀香
感叹，“入园以后的感受就是两个字，
满意！”

据介绍，宁夏海沃空间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自 2018 年成立以来，通过推
进服务平台建设，为企业发展、创新创
业提供行政事务、科技咨询、技术支
撑、投融资、人员培训、市场接入等全
方位服务，同时引导和促进企业聚集
发展，汇聚各方双创资源，支持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致力于将减负、稳岗、
扩就业等各项优惠政策落到实处，最
大限度释放企业创业创新活力。截至
目前，海沃空间在孵企业及创客 103
家，累计入驻企业 207 家。2022 年被
认定为自治区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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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入驻吴忠新经济产业发展中心后，
中心不但为我们免费配置了办公用具，还减免
3个月服务费，能想到的全帮我们想到了。”7月
29 日，宁夏生活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
谭学兵说，这里就是为创客打造的创梦空间，
他最看重的是这里云集了互联网精英企业，大
家可以资源共享，抱团发展。

吴忠新经济产业发展中心于 2019年 7月正
式运营。目前已形成二楼至六楼的创业孵化、
众创空间、园区客厅、微巢学院，六楼至十二楼
的规模化企业加速器区域，总建筑面积 8000余
平方米。如今，五楼以下众创区域已经 100%进
驻，主要吸引当地大学生和退役军人在此创业。

“中心为企业提供了 900 多平方米的办公
场地，大大节省了企业的运营成本，而且创业氛
围非常好，企业随着业务拓展，目前已经吸纳当
地 300多名年轻人在此就业。”宁夏穆天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经理丁天说，该公司在吴忠市区投
放15台无人购物机，正在培育消费新业态。

“该中心还给入园企业提供政府扶持资金，
帮助申报项目，积极对接政商资源，可以让企业
快速融入当地经济发展当中。”吴忠市聚响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杨泰说，入驻以来，中心为
企业进行了互联网+创业基础理论、实操培训，
帮助企业制定了互联网+营销计划……各种培
训应有尽有，契合企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

该中心为每一个进驻企业免费提供创业培
训、创业辅导、技术支持、营销指导和职业技能
专项提升。同时为入园企业提供工商税务代办、
财务记账、法律咨询、宣传推广、项目路演、融资服
务等，尽量满足创业者的个性化需求。截至目前，

吴忠新经济产业发展中心运营团队组织开展了浙
商宁夏（吴忠）行合作交流会、万达广场专场招聘
会、青铜峡电商节、利通区电商美食节等 30余场
双创活动，举办了“抖音新营销培训”“拼多多管
理运营培训班”等50余场创业培训。

目前该中心已经吸引宁夏鑫达共创、宁夏
橙子文化传媒、宁夏穆天网络科技等 54家新经
济企业进驻，线上入驻253家，带动就业2000余人，
每年产值 1亿元左右。其中规模企业加速器区
域主要涵盖系统软件开发、信息技术、5G+VR、

互联网平台搭建、电子商务直播等领域。
“中心主要以‘互联网+’、人力资源、数字经

济、文化创意、科技创新等产业为核心，依托项
目区位优势、国家级知识产权运营中心，为本地
科技创新企业注入新的活力。创业服务业务包
括众创空间、微巢学院、双创服务中心、规模企
业加速器等模块，旨在创建具有综合服务体系
的双创孵化器，打造吴忠市及周边城市区域新
经济产业平台。”吴忠新经济产业发展中心运营
总监马静静说。

吴忠新经济发展中心：

打造创新创业“双引擎”
本报记者 蒲利宏 文/图

正值旅游旺季，位于平罗县盛华阳光产业
园的结庐生态庄园人气兴旺，游客们有的在瓜
地、菜地里采摘，有的在养殖园给羊驼、兔子喂
食。餐厅的后厨，村民们忙着烹饪具有地方特
色的农家菜。

“餐饮、种植、采摘都需要人手，住在周边的
村民来我这里打工时间相对自由，每个人的
月工资从 4500元到 1万元不等。”庄园负责人谢
岩说。

今年 29岁的谢岩是一名留学归国人员，毕
业回国后先后在北京等地工作。2020年，听说
家乡正在发展乡村旅游，相关扶持政策和产业
园内的养殖规模让他心动，便决定回到家乡创
业，建成了一家特色生态旅游庄园。

平罗县盛华阳光产业园地处毛乌素沙漠边
缘地带，连绵不绝的沙荒地是建厂前的模样。
2013年，平罗县通过招商引资建设草畜一体化
的产业园，吸引了 50 余家企业入驻“抱团”发
展，利用干旱的气候条件发展农牧业，将生态劣
势变为产业发展优势，逐步形成了种植、养殖、
观光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园区。

8月 2日，记者走进位于平罗县盛华阳光产
业园的宁夏玖倍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奶牛养殖
牧场，奶牛在安装了通风、控温、清洁系统的标
准化牛舍里栖息，工人们利用智能化系统平台
对奶牛的各项指标进行监测。

另一侧的宁夏牧祥园畜牧开发有限公司
里，八顷村村民王永清忙着清理牛棚里的杂
草。“以前在外面到处打零工，离家远不说还挣
得少；现在工作就在家门口，每月 4000多元的
收入，春种秋收时还能兼顾家里的土地。”56岁

的王永清笑着说。
近年来，盛华阳光产业园通过“基地+企业+

农户”的模式，改造基础设施，平整沙漠荒地。
通过开展创业辅导、为创业者减免费用等优惠
举措，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吸引了 16个像谢岩
这样的“金凤凰”返乡“归巢”，依托搭建好的创
业平台发展畜牧业和旅游业，实现了返乡创新
业、能人创企业、百姓创家业，形成以返乡创业

带动就业的良好氛围。
“园区现在共入驻企业 70 家，每年固定用

工 1200余人，基本是生活在周边的村民，人均
月收入 5000元左右。”八顷村党支部书记哈金
明说。截至 2021年底，盛华阳光生态产业园实
现营业收入 10439.6万元，累计带动就业上万人
次，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创收 500余万元，被认定
为自治区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

平罗县盛华阳光产业园：

沙漠里引来“金凤凰”
本报记者 李 良 见习记者 张适清 文/图

让雏鹰在更高处起飞（上）

老巷子里的砖雕文创产品。海沃空间舒适整洁的办公环境。

结庐生态庄园一角。

宁夏穆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在电脑前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