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yw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责任编辑/吕剑波 视觉设计/戚黎明2016年2月3日/星期三

上海新闻 A9

“囧途”变“囧兔”踏上新大陆
!!!初创团队"囧囧途#有大动作

! ! ! !一个月，创业团队能有多少变化？
“我们改名字了，新名字叫‘囧囧兔’！”!
月"日，距离上次采访正好一个月（本报
今年!月"日#"版报道 !沪上三个创业

团队的新年愿景"），回访“囧囧途”团
队，创始人叶天给了记者一个大惊喜。

新名字新标识
叶天介绍，改名主要考虑到商标的

独特性，“旅游产品叫什么什么‘途’的
太多了”。此外，原名“囧囧途”的英文翻
译“#$#$ %$&'”注册时也遇到了麻烦。
“‘#$#$ %$&'’是两个单词，注册商标时
后者被定义为后缀”，他解释，所以只能
用“#$#$”，但“#$#$”已经被注册过了。改
名“囧囧兔”后，相应的英文名“#$#$%&”
终于作为一个单词顺利通过。
伴随新名字，“囧囧兔”团队也迎来

了新的图案标识：一只咧嘴大笑的方脸
兔子，耳朵呈八字下垂遮住双眼，与
“囧”字高度神似。这只“囧”兔的诞生过
程很有 ()后的民主范儿，从初稿到确
定，每一样都要供全团队审阅，不好看、
不能用、又肥又胖、不喜欢，成员们直言
不讳。“最近有个对公司标识的盘点文
章，还把我们这只兔子作为案例了。”叶
天有些小小的得意，他又谈了自己的生
意经，新名字将产品“拟物化”了，不仅
亲近人，也方便日后做周边产品。

新业务新希望
不只改个好名字，新业务更给叶天

和伙伴们带来了实打实的信心。此前，
“囧囧兔”平台的导游来源尚限于美国，
近一个月内，继“一位家在澳洲的朋友”
组建起 "))余名澳洲留学生导游群后，
英国市场的反响令叶天与合伙人李睿
笑逐颜开。“特别热情！第一个订单的消
息转发出去两小时，差不多来了 "*)个
人，审核信息都忙不过来。”所谓“订
单”，指的是几位想去伦敦包车游的 +,

后年轻人，认为普通旅社的导游太死
板，于是找到了“囧囧兔”。至于订单条
件，叶天只透露了包中晚餐、油费不算，
酬劳好几千等信息，最终，一位有车有
经验、时间充足的留学生中选。
元旦首次采访时，叶天曾谈到新年

目标之一是“找钱”。相隔一月，他却不
再提钱，直到记者追问才表示，政府资金
扶持的手续已办完，但银行还在走流程。
“某旅游界知名平台跟我们‘在聊’。”采
访接近尾声，叶天终于主动提起这个话
题，他淡定表示，团队现在有一定的自我
造血能力，如果投资方不能在方向和资
源上给予帮助，其实也不急于找投资。

记者翻阅“囧囧兔”公众微信号不
久前发的首篇文章，两位创始人合写的
创业感言似乎能解释他们目前的心态。
李睿：“没关系啊，创业嘛，犹如一条走
在雪坑里的柯基，基本看不到头。”叶
天：“去做就是了，看不到头，就继续走
呗，反正我们还有面包和梦想。”

见习记者 范鹏

!申工社"做沪上职工好友
政策法规变图解$枯燥文件成帖子

! ! ! !上海市总工会和 , 个政府部门近日发布了
《关于推动一线职工岗位创新促进“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若干意见》。看到文件是不是头大？不要
怕，市总工会官方微信“申工社”对文件做了具体
解读。创新的目标是什么，职工怎样登上创新的舞
台，有了创新成果职工将获得哪些“名”哪些“利”，
“申工社”一一梳理，让人一目了然。

去年年底上海群团改革以来，市总工会的官
方微信越来越接地气，看得见的变化是阅读数上
升了，朋友圈里转发“申工社”的帖子多了，工会成
了职工朋友圈里一个朋友。

!)"*年 (月，市总工会开通官方微信“申工
社”。群团组织改革以来，市总工会把全力打造工
会新媒体大平台摆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原有的
新闻办公室的职能进一步扩大，成立了新闻网络
宣传办公室，进一步整合宣传平台，及时准确地传
递上海工会维护职工权益的声音、政策、主张，发
布最新最快的工会工作和服务职工的实用信息。

工会的声音怎样传递给更多的职工，“申工
社”不断地探索与职工对接的通道。市总工会出台
工会会员福利发放标准的意见后，“申工社”制作
了指南，顷刻间创造了“申工社”微信后台的最高
数据。当时“申工社”刚刚起步，粉丝不到 *)))，创
下了超 *万的阅读量。原创微信内容相继被“上海
发布”等主流媒体引用，阅读量更是冲到了“")

万-”。上海工会服务职工实事项目通过“申工社”
发布后，知晓度越来越高。有职工就是通过微信了

解到上海工会为晋升技师、高级技师的会员给予
奖励，在咨询了解详细申请流程后，向企业工会提
交申请，成功申领到奖励补贴。
维护职工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也是工会

新媒体的第一要务。申工社的小伙伴们把纷繁复
杂的劳动保障政策文件和法规，用简要、生动的方
式解读出来。先后独家制作、推送一系列政策图
解。“女职工假期那点事儿”、“加班那点事儿”、“高
温费那点事儿”、“带薪年休假 ./0”、“最低工资
./0”、“春节加班费怎么算？”……都是职场中人
关心的事。从阅读量和查询量来看，很受粉丝关
注。点赞之余，职工感叹“原来我们还有这么多不
了解的权益”。
“我该怎么办？”“我要找哪里解决？”……职工

发给“申工社”的一条条留言就是职工的诉求，“申
工社”建立了“网友提问答复流程”，工会系统内部
实现联动，在规定时间内给予准确的专业解答，针
对维权需求逐级落到实处。通过这样的粉丝交流互
动，“申工社”让“有困难找工会”在指尖上实现。

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说，“申工社”新媒体平
台的建设，是上海工会主动适应互联网的快速发
展，适应职工队伍需求变化，积极主动创新转变
工会工作方式作出的有益尝试。目前正通过“服
务你的实事项目知道几个？我们想做得更好”等
线上调查，问计于粉丝、问计于职工，促使工会推
出的服务职工工作项目、工作举措来源于职工，服
务于职工。 本报记者 鲁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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