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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互联网+”就像一个魔法精灵，
为一个又一个行业注入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有一位从大学里走出来的创业者，悄悄地用

“互联网+”这把钥匙，撬开了科研生态市场的
大门，靠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干劲，闯过
一个又一个难关，最终获得资本市场的亲睐，
顺利拿下2轮融资。他就是南京生构垠创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魏佳星。

一个疑问，让他的学术之路转了个弯

魏佳星是江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机械工
程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读研之初，创业
并不在魏佳星的人生规划中。认真做科研，
毕业后找个踏实的工作是他的第一选择。

2015年，读研二的魏佳星开始着手做课
题实验。然而，缺少必要的实验仪器成为横亘
在他学术之路上的难题。“我所在的实验室是
全国最好的实验室，但竟然没有一台设备能满
足我做课题的需求。导师的研究经费有限，购
买昂贵的仪器显然不切实际。”魏佳星被这个
难题困住了，“买仪器希望渺茫，借仪器又无从
下手，这样可毕不了业。”

一筹莫展之时，又一个困难击中了他。他
负责实验室的财务管理，每周都要代表实验室
去财务处报销，可是每次排队的人都很多，每周
半天时间都浪费在了排队上。面对这一个个科

研上的难题，魏佳星的心中萌生了一个想法：能
不能通过一些办法，改善科研领域的现状？

正是这样一个疑问，让魏佳星的学术之路
转了个弯，使他走上了大学生创业之路。

一种坚持，让他死磕难题迎来发展

“很多高校在斥巨资购买仪器设备后，很
多仪器经常闲置，使用率非常低，造成极大的
浪费。一边是仪器设备闲置，一边是学生做实
验缺少设备。我要想办法将两边的资源进行
均衡，促进科研生态的互动，避免资源浪费。”
抱着这样的初衷，2015年9月，魏佳星招募了
一个16人的创业团队，完成了项目初案。魏
佳星表示，“生物易构”一站式研发资源共享平
台的目标是用共享经济的模式、用商业的方式
去改善科研领域的现状。

然而，创业之路并非易事。魏佳星首先要
解决的就是科研机构的观念问题。很多高校
从未考虑过设备共享，因此对魏佳星的方案不
太感兴趣。

回忆创业初期的情景，魏佳星说：“我们脱
下白衣，第一次穿上正装。我们开始不断对着
镜子练习演讲只为提高‘言值’，电话簿里从只
有亲人朋友到开始出现客户与投资商的姓
名。我们不断站上各异的舞台，从校内到无
锡，从无锡到上海，以我们能做到的最快的速

度去成长，虽然我们也曾在这个属于我们的创
业路上收获无数次栽绊。”

重重困难面前，魏佳星和小伙伴们没有退
缩，反而愈挫愈勇。他们跟难题死磕，在不断
优化设计方案的同时，另辟蹊径，寻求和政府
部门合作，共建科技资源共享平台，推动高校
科研设备的共享。

“现在回头看，发现当时我们存在很多问
题，有些设想很美好，但落地很难，资金问题、
模式问题、业务问题等一个又一个难题在等着
我们。幸运的是，我们熬过来了。”魏佳星坦
陈，当初是凭借一身孤勇闯天涯。

不怕输不服输的精神，让魏佳星初尝胜利
的果实。生构垠创成功获得2轮融资，公司估
值达到3500万。业务拓展方面，公司和江南
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京邮电
大学等高校开展了合作，并且和南京科委共建
了南京科技资源共享平台。

一份初心，让他坚守梦想挥翅翱翔

创业，让魏佳星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
魏佳星告诉笔者：“合作高校的老师和学生，

做科研所需的试剂耗材，可以通过生物易构平台
购买，不用再排队走复杂的报销流程。我们帮助
高校彻底盘活了实验仪器，帮助学校增加了一部
分收入，抵消了器材高昂的维护费用。”

一家生物公司接了一个项目，需要一台
500万左右的蛋白质谱仪。对企业来说，购买
设备代价太高了。这家企业在生物易构平台
上，查到了南京大学有这个仪器设备，最终只
花了几百元就完成了实验。帮助企业节约成
本的同时，盘活了大学的闲置资源，这样的成
功案例比比皆是。

如今，这样的交易在生物易构平台上每天
都会发生。短短2年时间，生物易构平台终端

用户已达3万人，平台上的仪器达到了2万
台。生物易构在科研领域架起了需求方和供
给方的桥梁。

“虽然创业很难，但是我从未后悔。”魏佳
星说，“能让科研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能让科研
者们不再孤军奋战孤立无援，我就觉得有意
义。我们曾梦想成为英雄，而当我们坐下来为
他人的成功鼓掌时，才发现我们其实也是英
雄。成就英雄者亦是英雄！” 李艳玲

魏佳星：做成就英雄者的英雄
【创业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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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佳星和他的创业团队

王子年是南京市六合区马鞍街道一个普普通通
但又特别能“折腾”的农民，干过瓦匠，当过厨师，开
过超市，办过食品加工厂。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没有
让他停下创业的脚步。他抓住机遇，成立了南京市
首家利用秸秆固化成型燃料的公司，将秸秆、稻秆、
锯木屑、花生壳等农村废弃物进行固化处理，变身为

“绿色煤炭”，为地方创业、环保做出了积极贡献。

条条创业路点点辛酸泪

王子年的创业故事有很多。多年的创业经历有
失败也有成功，有泪水也有欢笑。

家住马鞍街道勤丰社区的王子年，过去是当地
最穷的农户。房子是泥土搭建的，家里最值钱的是4
根顶梁的木头，“穷的叮当响”。1982年高中毕业后，
他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便跑到驻六合汤营部队
去做学徒，打零工。因为部队施工要求高，他学到了
一门好手艺，没多久就转为四级工，当时相当于干部
级知识分子待遇。两年后，他回到家乡，叫上村里的
青壮年，由他带队施工，帮村里人建塘坝、楼房。当
时瓦工工资是2.5元一天，王子年给他们4元一天。
他说，不能亏了跟他创业的每个人。

80年代末，王子年到六合北门的医药公司旁的
早点档学做白案。由于虚心好学，勤奋苦干，他很快
掌握了一手糕点制作的手艺，特别是做花的手艺远
近闻名，收入也水涨船高。

1996年，王子年用积攒下来的钱开了一家南北
货超市。虽然没赚到多少钱，但勉强可以维持生
计。2004年，见食品行业前景不错，他便在灵岩的雄
州工业园办了一家食品加工企业，专门为月饼企业
生产加工红绿梅、豆沙、瓜子仁等配套食品。尽管生
产许可、细菌消毒、健康许可等证件齐全，但由于技

术不成熟，豆沙熬制火候始终不到位，到2007年，产
品一度积压，半年就亏损了40多万元。工厂没办法
再办下去，生产加工器械也简单处理掉了。“当时，40
多万元可以在六合城里买套房子呢。”王子年说，“亏
得我都不好意思回家了。”

勇立创业潮头的好男儿

转机发生在2008年。偶然机会听朋友说农村
废弃物固化处理是个朝阳产业，并且国家也大力支
持。一听这个产业能赚钱，还有国家项目扶持，再加
上国家禁止秸秆焚烧，他立马来了精神。

当时六合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凤毛麟角，大多数
人持怀疑观望态度。村里人也反对，就连他的妻子
和儿子也加入了反对的行业，但是对创业痴心不改
的王子年在想方设法说服家人后说干就干。

2009年，王子年注册资金30万元，成立了南京
瑞森燃料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秸秆、草本纤维、木本
纤维、锯木屑、花生壳等农村废弃物的固化处理。借
款买来了机器设备，再没有富余资金支付工人工资，
所以最初公司工人只有他们夫妻俩。自己进货，自
己粉碎，自己装机，自己送货。

市场是以质取胜，不服输的王子年说，要做就做
市场最好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从湖北厂家引
进来的机械不是成熟型机械，机械加工时天天坏天
天修。万般无奈，半路出家的王子年天天爬到机器
上琢磨，找出生产加工失败的原因，然后赶到厂家提
出修改意见。这个厂家改不了就换一家，最后改变
了过去易损件更换要停机全面拆卸的情况，改为直
接更换模块，省时省力省工，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就这样到了2014年，企业生产走上了正轨，产量大
大提高。

搞固化企业最让人头疼的是如何除尘。在生产
过程中，王子年不断研究创新，在机械控制的模具上
动起了脑筋，自己琢磨，将生产过程中的灰尘聚集在
一起，既克服了机械生产时灰尘多的的弊端，又使机
械加工能力提高了30%以上。同类型生产厂家的老
板也对他的发明竖起了大拇指。

经过多年摸索，王子年由原来固化机械的门外
汉，变成了维修和改造的行家里手。企业生产也
扩展到玉米秸秆、小麦秸秆、棉花杆、锯木屑、树枝
树皮、花生壳、糠醛渣、稻草秸秆等，年加工能力从
不到2千吨发展到现在2万吨，产品在市场供不应
求。

一滴水也能折射太阳的光辉

自己富裕了不满足。这几年，南京瑞森燃料有
限公司已成为南京固化燃料企业中的翘楚，王子年
却没有沾沾自喜。他说，人要懂得感恩社会，回报社
会。

刚开始做建筑工程的齐某在王子年的指引下，
也搞起燃料加工企业，产品卖不掉，公司帮代销。
如今这家企业年收入几十万元，带动了数十名村
民就业。在竹镇做秸秆固化的陈某不懂技术，王
子年就主动当起了这家秸秆企业的技术指导，免
费帮助调试设备。现在这家企业生产经营也步入
正轨了。

对待职工和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王子年也同样
不吝啬。职工意外险、平时福利、年终奖等等，即使
企业生产困难时也会优先考虑给工人准时发放工
资。厂里职工受伤，工资一分不会少，还能拿到一笔
慰问金。下雨天职工淋雨了，他就主动找衣服给职
工换上。勤丰村村民王某，因神经萎缩已瘫痪在家
十几年了。王子年每年都会去看望几次，送上慰问
金。

遇到职工或身边需要帮助的人，王子年都会伸
出援手。因为他常怀一颗感恩的心，一颗回报社会
的责任心。 王鑫

【创业政策】

元旦春节期间，盐城市紧紧抓住返乡人员集中回
盐的重要时间节点，统筹部署，市县联动，集中开展了

“春来归盐 返乡乐业”返乡就业创业百日行动，线上
线下并举，主动服务重点产业、重点企业、重大项目用
工需求。元旦春节期间，该市共举办各类招聘会116
场，有3310家企业提供13.3万个就业岗位。

“精细化”专区招聘供需两旺

2月21日上午，在盐城人力资源产业园举行的
2018年新春“春来归盐 返乡乐业”大型招聘会人气
爆棚。217家单位提供岗位13135个，吸引进场求职
5000多人次，初步达成就业意向近1000人。

为便于求职者应聘，盐城市招聘服务更加精细，专
门设置大企业大项目招聘区、新业态新产业招聘区、大
市区招聘专区、返乡创业推介区、政策咨询服务区、二维
码扫描区、自助求职信息化服务区等7大区域。

留住家乡人，还要招引外地人。盐城市还积极
开展多形式的劳务协作，建立输入基地共享联盟，坚
持对口援助与劳务输入有机结合，吸引外来人员来

盐工作。目前，该市通过“铜川市驻盐劳务工作站”，
为40家企业开展劳务对接，提供就业岗位8000多
个。2月22日节后第一天，大丰区、亭湖区组团分赴
安徽、河南、陕西等地招工引匠。

“家门口”就业创业筑梦桑梓

当天，来自盐龙街道马沟社区的陈正强顺利地
和盐城高新区的一家企业签约。“我之前一直在苏州
上班，考虑到父母年纪大了、孩子也要照顾，今年决
定不出去了。”他高兴地说，“在苏州一个月工资六七
千元，在盐城也能拿到五六千元，最重要的是天天能
和家人在一起！”

为了让更多的人在家门口就业，盐城市各地充
分发动镇村力量，就地就近、密集举办丰富多彩、喜
闻乐见、形式多样的就业招聘会、创业恳谈会，为返
乡人员带来了一场场求职应聘的新春盛宴。

为激发创业热情，该市在招聘活动现场专门设
立返乡创业服务专区，集中组织优秀创业项目展示、
创业好故事示范、创业政策宣传，并通过举办在外有

成人士新春团拜会、返乡创业恳谈会、座谈会、创业
项目集中签约仪式、返乡人员走访慰问等活动，吸引
更多在外人士返乡创业。

“系统性”组织推进落实有力

“盐城是江苏省人口大市，126万多人常年在外
求学务工创业，成千上万‘候鸟式’在外人员纷纷回
乡，彰显发展新优势。”盐城市相关负责人表示，为系
统化推进返乡就业创业工作，盐城市委、市政府认真
贯彻落实国家和省相关决策部署，市委全会、市“两
会”政府工作报告、全市人社工作会议相继作出部署
安排，将“春来归盐返乡乐业”工作列入全市新春期
间的重点工作予以强化落实、大力推进。

春节假期，盐城市各级相关领导纷赴招工引匠
一线，现场调研了解企业所需、群众所盼、发展所急，
及早摸情况，解难题，求实效。招聘会现场，不时出
现领导们专注认真的眼神、耐心聆听的表情。“招工
引匠”活动，成为该市各级党委政府领导新春“大学
习大调研大落实”活动的第一站。 黄旭峰 陈晨

第六届“赢在南京”青年大学生创业大赛暨
“互联网+”科技创业大赛报名已经开始，参赛项目
可通过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方网站
（www.njhrss.gov.cn）“专题专栏”中“南京人才
服务平台”——“公共创业服务”进行网上申报。

此次大赛参赛对象为40周岁以下，普通高等
院校在校生、毕业5年内的大陆地区高校毕业生和
本科及以上认证学历的台港澳地区或海外地区高
校毕业生。参赛项目中所提出的产品和服务，须
具备一定的科技含量、产业开发价值或商业价值，
属参赛者自主技术成果或技术、专利共同持有人
充分授权参赛。参赛项目原则上为具备成立公司
运营条件的初创项目或2015年1月1日之后成立

的初创型公司所运营的项目。参赛者以个人或创
业团队形式参加，参加赛事答辩环节必须为团队
申报人及核心成员，且人数不超过3人。参赛者应
进行广泛市场调研和分析，以网络方式提交完整、
具体、详实、可行的创业计划书；已开发成功并有
项目成果的应在答辩环节进行实物展示。

大赛分初赛、复赛和决赛三个环节，复赛和决
赛项目将在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公
布。本次大赛将产生一等奖6名，奖金3万元；二
等奖10名，奖金2万元；三等奖14名，奖金1万元；
并设大赛优秀奖50名。获奖项目落地南京市的，
按该市优秀创业项目遴选政策给予10~50万元的
投资资助。 王鑫 朱波

注册企业名称为江苏伊莱凯美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2016年4月在
常州成立，属建筑业新材料领域，致力
于新型混凝土防水防护技术在工程建
设领域的推广应用。项目取得发明专
利2项。计划总投资额1500万元，目
前已投入200余万元，通过环评，建立
年产5000吨的生产线。

核心技术有4项：（1）纳米微细
化改性技术；（2）反映控制技术；（3）
渗透深层增强技术；（4）结晶促进技
术。主要产品：纳米级硅酸盐养护修
复增强一体剂（混凝土的“神仙水”），
能够深入渗透到混凝土内部，与钙成
分反应生成稳定的水化硅酸钙凝胶
堵塞混凝土的毛细孔隙和微小裂缝，
能抑制混凝土开裂，且安全环保，寿
命永久，操作简单，可取代传统的沥
青类防水材料。对新建混凝土，可作
为“液体面膜”来用，即作为一种养护
剂，能减少开裂，密实毛细孔；对老旧
混凝土，可作为“液体创可贴”来用，
即能修复混凝土内部缺陷和裂纹。
曾获第二届“智慧建筑（城市）”国际
创业大赛一等奖。

【创客故事】

王子年：将秸秆变废为宝的创业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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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活动】

南京青年大学生创业大赛
暨“互联网+”科技创业大赛开始报名

【创业动态】
“招工引匠”鼓声急 “民众置业”春潮涌

盐城开展“春来归盐”返乡就业创业系列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