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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第一见面人”创业育商服务品牌新闻发布会日前召开，公布了一组最新数据：从 2023 年至今，

全市青年创业者新设市场经营主体 7.72 万户，同比增长 10.49%；青年创业占我市全部市场经营主体比重

达 54.57%，同比上涨 7.21%。

看似枯燥的数据，描绘了一条清晰的上扬曲线，反映湖州青年创业的信心提振。

湖州青年创业热情高涨，这离不开“创业第一见面人”创业育商服务品牌的推动。

去年 4 月，我市创新推出“创业第一见面人”服务品牌，直击创业最难处，在不断迭代优化中，建立

“七个一”工作体系，即打造一个会客厅、一批工作室、一套课程库、一批指引集、一套清单图、一个企

业码和一批精英团队，为创业者量身定制全方位、系统化的服务框架，破解服务创业更优解的密码。

“第一见面人”何以守护创业

导师来了

服务创业，不是一个新课题。但是，
“创业第一见面人”服务品牌从老话题入
手，探索帮助创业者破解创业痛点难点的
新路径。

创业难，难在起步。很多人想创业，
但不知道第一步该做什么。“对于创办企
业的手续、选址要求等，一片空白，就是
凭着一腔热情。”创业者吴永杰的话，说
出了大多数创业者初入市场的困惑。

对企业治理结构、政务服务流程不熟

悉，获取创业投资信息不充分，行业政策
扶持、金融税收知识不掌握……面对一问
三不知的创业者，我市推出全省首个一站
式全要素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创业会
客厅”，给出新答案：创业者提问，专家
现场解答，部门跟踪服务。

在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妇联举办的
“创业会客厅”留湖女大学生专场活动
上，创业者畅所欲言：“创办一家企业，
需要准备什么材料”“注册公司需要多少

启动资金”……面对提问，市场监管、人
力社保及金融等部门相关负责人直奔主
题，详细解读了小额贷款贴息、市场经营
主体结构分布及企业开办、免税降费等扶
持女性创业的相关政策。

市市场监管局政务服务管理处处长沈
奕介绍，“创业会客厅”集结了市场监
管、税务等12个相关部门，协同律所、
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专业力量，深入高
校、园区、商业区、农村，为创业者提供
择业、选址、登记、融资等专业指导。

目前，我市打造了“1+6+N”的“创
业会客厅”服务矩阵，包括1个市级“主
厅”、6个区县“分厅”和N个创业支持团
队。聚焦大学生、退役军人、农创客等群
体，“创业会客厅”开展专场活动 125
期，帮助闭环解决创业问题800余个。

“创业初期，资金和空间上遇到了一
些压力，便在一次‘创业会客厅’活动中
提出来。”大学毕业后，潘思洁回到南浔
选择丝绸行业创业。她说，市场监管部门
了解情况后，经过协调对接，帮助像她们
这样的分散商户集聚进入旧馆街道頔南丝
韵共富工坊，“节省了建厂房的投入，让
我们有更多资金扩大生产”。

拉一把、扶一程，精准服务有导师。
针对创业者多样化、专业化的创业指导需
求，组建包括政府职能部门专家、律师、
企业家等的创业导师团队，从政策、专业
和技能三大方面给予精准指导。目前，已
聘任创业导师233名。

建立“七个一”工作体系，打造全周期、全链条、闭环式的服务，
提振青年创业信心——

让“土壤”更肥沃

服务员来了 让“阳光”更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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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不过三年”似乎成了创业的
魔咒。

而最新发布的《全国内资企业生
存时间分析报告》显示，最近5年退
出市场的企业平均寿命是6.09年。此
外，根据全国工商联的数据，国内中
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为2.9年。

在湖州，尽管近三年全市市场经
营主体数年均增幅超 7%，但企业

“平均寿命短”“发展缓慢”等问题一
直存在。

如何让“树苗”茁壮成长？我市
创新推出管家式精准服务，搭建平台
对接资源，为企业发展加油助跑。

自从企业里来了质量管家，浙江
高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一些发展
难题迎刃而解。“质量管家上门服务，
公司在5S现场管理、物料仓储、库存
积压等方面有了很大改善，产品优良
率也提高了。”公司负责人坦言，随着
企业管理提效，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尤其在知识产权领域收益颇丰。

质量管家是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和整合系统内优势资源，聘请和委派
第三方服务机构及专业人才，针对全
市企业和特色产业，提供质量、标
准、计量、认证等综合性指导帮扶。
根据不同类型企业实际，分类开展

“机构+保姆式”“专家+点单式”服务，服务企
业3500余家次，推动导入先进质量管理办法
800家，解决质量问题5800余项。

针对小微企业，质量管家提供“机构+保姆
式”服务，通过入企质量问诊等举措，全方位
解决小微企业面临的质量管理突出问题；针对
大中企业，提供“专家+点单式”服务，从高
校、科研院所等专业机构遴选一批专家，为企
业提供个性化点单式服务；针对特色产业，提
供“团队+定制式”服务，优选行业专家组成定
制服务团队，就特色产业质量、标准、品牌等
开展全方位“问诊”。今年重点打造一批“质量
强企”标志性点位，60家点位企业整体实现质
量损失率、设备故障率和产品质量投诉率“三
降低”，制造过程一次检验合格率、设备更新率
和经济效益“三提升”。

“对我们小微企业来说，在知识产权保护上
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创业者王琳琅说，知
识产权保护和管理很重要，但企业暂时没有能
力建立一支专业队伍，只能粗放式管理。

针对这一难题，我市首创“法护知产”协
同保护应用，有效打通部门数据壁垒，破除企
业维权周期长、履行监管难等实际问题，健全
知识产权“行政+司法”保护衔接、跨域协同等
机制，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同时，
创新知识产权画像服务管理模式，为企业免费
提供创新能力无感体检，及时预警发展风险，
有效激发创新活力。截至目前，促成645家企
业办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219.1亿元，入选省

“金种子”计划企业458家，培育国家知识产权
优势示范企业89家。

创业之路，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资
金、场地、政策、流程等，都可能成为拦
路虎。

如果说，创业前，“创业第一见面
人”是一名导师，引导创业者选对路；那
么，创业启动时，“创业第一见面人”就
是服务员，聚焦各个环节优化服务，护航
创业之路。

当创业者迈出第一步时，商事登记专
区便开启了增值化、集成式服务。

商事登记专区推进高效便捷的开办模
式，优化审批流程，整合多个烦琐步骤，
企业开办“1环节、1日办、0费用”。同
时，持续深化“1+X”全市通办，实现有
限责任公司全市通办，个体工商户、个人
独资企业在区县全域通办。

数据显示，企业开办一日办结率
100%，超 1 万户经营主体享受到“通
办”改革红利。全市营商环境无感监测

“企业开办”指标全省并列第一。
“从日常交流中，我们发现，部分企

业在发展过程中对法律、法规、政策等方
面的合规要求掌握不全面，易引发违法违
规行为，增加经营风险。”市市场监管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针对易发风险，推出了

“三个一批”方案，提供菜单式服务。

聚焦高频共性问题，“一批课程”帮
助创业者了解可能遇到的普遍性挑战和解
决方案；针对食品、药品、特种设备等专
业领域，“一批指引”强化合规引导，避
免因不了解行业规范而导致的经营风险；
梳理汇总各类涉企政策，“一批清单”让
创业者便捷知晓优惠政策，从而合理规划
资金使用和发展方向。

租下吴兴区爱山街道的一间商铺后，
创业者陈女士却在商铺设计上犯了难。听
说“青创服务工作室”可以咨询后，她来
到爱山街道市场监管窗口寻求帮助。“工
作人员详细解答了店内厨房设计、外摆打
卡座位等问题，还在店铺装修设计上给出
了很多好建议，让我茅塞顿开。”她说，
创业的信心更足了。

作为全市首个“青创服务工作室”，
吴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爱山所“青创服务
工作室”聚焦商贸综合体集中区这一区域
特色，鼓励年轻人创业，发展“潮经
济”。该工作室成立后，主动介入、靠前
服务，收集创业者信息和整理创业者问
题，在营业执照设立之前，从地址选择、
创业类型、创业资金等各方面给予决策参
考和支持。同时，建立“受理—处理—反
馈”机制，强化跟踪指导服务。

目前，我市以基层市场监管所为主
体，灵活运用企业园区、众创空间、高校
创业学院等资源，布局信息直报点和社会
监测点，建成“青创服务工作室”109
家，进一步解决服务创业“最后一公里”
问题。

“青创服务
工作室”

质量管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