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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邵宁

石榴和芒果都很好吃，可是吃起
来都很麻烦，一个自称“!"界爱思考
的年轻吃货”的小伙子想出了两个办
法：把石榴切开后，索性连籽一起吃
下去；芒果呢，不用剥皮，用一根吸管
插进去，直接喝芒果汁！
这个“年轻吃货”大名张元刚，是

上海泽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
&'(& 年入选福布斯“中国 )' 位 )'

岁以下创业青年”榜单，&'*) 年被
评为“上海市创业先锋”。他说：“生
活中有很多麻烦事，大部分人遇到
了都会抱怨，我却喜欢愉快地胡思
乱想：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不那样
做呢？”

与众不同、逆向思维、迎难而上，
张元刚的这些特质，帮助他成为一名
成功的创业先锋。今天，上海正全力
打造全球科创中心，一系列支持政策
即将出台，张元刚对此充满期盼：期
待今后在技术转移方面能够更加便
利，让企业再上一个台阶，更好地为
上海 &+,'万市民服务。

点菜烦 想出!智能后厨"

出生于 *-.&年的云南小伙张元
刚，毕业于上海理工大学自动化专
业。&,,/年 *,月，带着打工赚来的
&*万元启动资金，他满怀信心地走
上了创业道路，开办了泽阳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一次，张元刚在饭店吃午饭，点
好了菜，久等不来，而另一桌的客
人比自己晚到，他们点的菜却先上
桌了。他找老板投诉，老板一个劲
道歉，同时也诉说了自己的难处：
点单都是手写的菜单，一摞摞传到
后厨，厨师也不知道哪个先哪个
后，所以导致点菜顺序与上菜顺序
严重不符。

张元刚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

市场的需求点。于是，他推出了一个
“智能后厨”系统，将厨房里打印菜单
的打印机全部取消，取而代之的是防
水、防压、防砸的 !01/级别的电子屏
幕。电子屏幕上显示的是点菜系统整
理好的菜品顺序，厨师只需要专心做
菜，做完菜用勺子在屏幕上敲击一下
即可显示下一道菜。“智能后厨”让张
元刚的团队掘到了第一桶金。

之后，泽阳智能入驻上海杨浦
科技创业中心，中心总经理谢吉华
担任他的创业导师。谢吉华鼓励他
“在人们的衣食住行中挖掘更多商
机，然后通过软件实现便利”。&,*,

年，泽阳在上海的高档社区碧云新天
地推出了智慧碧云的社区平台，与中
国银行联合发行了“中行泽阳炫
卡”，集合了信用卡、23!4 卡、506
卡、门禁卡等功能，极大地方便了居
民。同时还推出了一款“大管家”终端
触屏，方便居民预约社区内的各项服
务。凭借智慧碧云的成功案例，泽阳
在 &'*&年又成功拿到了陆家嘴和五
角场两片商业区的“智慧城市”标的，
现正在从事徐汇区智慧社区和张江
的智慧园区建设。

车位紧 推出!蜻蜓停车"

如今，泽阳每年都参加上海重大
工程建设，成为有经验的智慧城市建
设方案提供商，公司已有 *)'多人，
占据了杨浦科创中心 -楼一个楼面。

张元刚发现，上海停车特别难。
几经琢磨，他带领团队开发了一个
“蜻蜓停车”软件，把上海全部停车场
都包括进去，通过手机预订车位。“从
找停车场到预订车位，不用兜圈子直
接停车，取车时不迷路，节省结算时
间，通过一个 700都解决掉！”他说。

在创业过程中，张元刚遇到过人
才、融资等方面的困难，随着企业逐
渐发展壮大，他现在感到最缺的是原
创技术。他说，原创技术不是掌握在
老外手里，就是由高校、科研院所掌
握。比如物联网核心技术，传感器、芯
片，目前最高端的被国外垄断，我们
国内科研机构也有自己的成果，虽然
与国外有差距，但也能用起来。可是，
这些科技成果很难在市场上转化。上
海有这么多科研院所、这么多高校，
那么多科研成果，我们稀缺，那边搁
置。他希望有一个渠道，能够共享这
些成果，甚至能够有科学家到企业来
工作。这些科研成果究竟有没有价
值？不妨拿到市场上来检验。张元刚
说，现在上海市委市政府大力打造科
创中心，在这方面一定会有许多新政
策、新举措。

因为“智慧城市”做出了名堂，几
任市领导多次来泽阳视察。在上个月
的“上交会”上，张元刚又见到了市委
书记韩正。韩书记亲切地询问他的近
况，还问他：你现在成了我们上海女婿，
还做了爸爸。你看，在给城市服务的同
时，自己也成长起来。上海与云南有什
么差别？张元刚说：“上海是一个相对公
平的地方，让我们有一技之长的人，
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生存、发展。每
个人都可以实现自己的中国梦。”

上
海
打
造
全
球
科
技
创
新
中
心
城
市

B14
2015年5月25日
星期一

! ! ! !

首先要思考上海的科创
定位是什么! 只有解决了这个
问题 " 才能吸引到最好的人
才"而科创中心的核心竞争力
就是人#

好创意被抄来抄去"这样
的风气对创新者非常不公平"

特别是对那些小公司# 这样下
去谁还愿意搞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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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现在最缺原创技术%

原创技术不是掌握在老外手
里"就是由高校 &科研院所掌
握# 可是"他们的科技成果很
难在市场上转化#希望有一个
渠道" 能够共享这些成果"甚
至能够有科学家到企业工作#

'''上海泽阳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张元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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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一能

&年前，文艺女青年杨柳从单位
辞职，脑海中出现了一个听上去有些
不靠谱的念头———她想开发一种以
电影为特色的社交 700（手机应用软
件），让用户方便地找到电影桥段中
的取景地、让自己的照片一秒钟变
成大片、用电影语言的方式记录人
生。&年后，她的梦想成为现实，“足
记”700 火了，在极短的时间内聚
集起 &'''多万用户，无数投资机构
排着队来“送钱”，“足记”连续一周
多稳居苹果应用软件商店下载榜
第一名。

然而，把梦想变为现实，远比想
象中复杂得多。从对经营管理一窍不
通的文青，到成为如书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的 5$%，杨柳遇到的麻烦简直可
以写一部“血泪史”，她深感要实现创
业梦，仅靠一个好点子远远不够。

注册公司盼!绿色通道"

杨柳对于“足记”700的最初定
位，只是做一个自己喜欢的软件应
用。电影一直是杨柳最大的爱好，
&'*)年底，一个奇怪的念头出现在
她脑海中：“如果有一个 700能让我
方便地找到电影中的取景地，知道身
边的景点发生过哪些故事，那该多
好！”于是杨柳找到开发团队做出了
最初版的“足记”，在一个创业者聚会
上展示，结果反响不错，于是杨柳就
稀里糊涂地走上了创业之路。
第一步是注册公司，杨柳对此一

窍不通。社保、税务、人力资源……当
一大堆专业术语突然出现在杨柳的
面前，她意识到，这些事情远比开发
一个软件要麻烦得多。特别是和相关
部门的沟通非常困难，往往是对方说
了半天，杨柳还是一知半解。杨柳最
后请了一位专业人士才完成了这些
手续，可许多小公司在创业之初并没

有这样的条件，开公司这件事本身就
能吓跑一群想创业的年轻人。
“我想可不可以让开公司这件事

变得更为‘傻瓜’一点。”杨柳说，她非
常希望上海能够出现便于创业者注
册公司的“绿色通道”，用最浅显易懂
的方式告诉创业者，现在需要什么，
接下来该做些什么。

申请知识产权成为难题
虽然一路跌跌撞撞，总算创业

还算顺利。真正让“足迹”火起来
的，是把照片一秒钟变成电影截图
的功能。这个功能就是可以在拍摄
的照片上加一些画面渲染，并配上
类似电影台词的文字，让它看上去
像电影截图。这一过程很简单，用
户很容易上手。
原创、简单、好玩，是“足记”最大

的优势，但是这样的产品最怕遇到抄
袭。在照片电影化功能推出后不久，
美拍、相机 )1'等纷纷在“足记”的软
件上加入相同功能，目前已经有十多
个类似的软件应用“借鉴”了“足记”
的创意，这让杨柳心中有苦说不出。
“这种情况在互联网圈子里已经

是见怪不怪了，国外有什么好的创
意，国内抄一下就能火，国内的创意
大家也是抄来抄去，这样的风气对创
新者非常不公平，特别是对那些有好
创意的小公司。这样下去谁还愿意搞
创新？”杨柳说，他们也正在为“足记”
申请软件著作权，可是这个过程长达
& 年，互联网产品更新换代瞬息万
变，一个产品的寿命都不一定有 &

年，到时候就算申请成功，可能也已
经变成废纸一张。

上海应明确科创定位
如今，杨柳的团队已经从最初的

.个人扩展到 &'个人。随着企业规
模的扩大，人手严重不足，有一个难
题始终困扰着她———在上海很难招
到顶尖的互联网人才，中国最好的互
联网人才大都在北京、杭州与深圳。

杨柳说，北京的优势是“科创一
条龙”，年轻人有好的科创项目，根
本不用担心后续问题，从注册公司
到寻找投资再到后续发展等等都有
完善的服务；杭州背靠阿里巴巴，电
商是其强项；深圳的强项是智能硬
件，也能吸引大量的顶尖人才。但上
海的强项是什么？目前答案还不清
晰。杨柳觉得，上海要打造全球科创
中心，首先要思考科创定位是什么？
只有解决这个问题，才能吸引到最
好的人才，而科创中心的核心竞争
力就是人。

对于“足记”的发展前景，杨柳认
为充满了未知与风险，但依然大有可
为。一个“8'后”带着一群“.'后、-'
后”开创的小公司，目前依然微不足
道，但谁能断言这不会是又一个互联
网传奇的起点？在“足记”登顶苹果应
用软件商店的那一周，市委书记韩正
来到杨柳所在的“创客中心”为年轻
的创业者们打气加油，杨柳用“足记”
与韩书记合了一张影，照片配上了这
样的文字：我有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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