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今年的“临港杯·创青春”上海青年创新创业
大赛中，经过长达三个月的激烈角逐，最终“好姑姑
社区幼托中心”项目脱颖而出，荣获上海市“智慧城
市和共享经济”单元赛一等奖，并由团中央推荐挂牌

中国青年创新创业板。作为创始人，罗轶麟欣喜之余，深感责任重大。他表示，
这是一份需要真心和爱心的事业，“未来，我们将继续真心实意为客户服务，解
决都市年轻家庭育托问题。” 青年报见习记者 明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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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法师”助力创业者少走弯路

为解决育儿痛点，
毅然辞职创立“好姑姑”

“生命因挑战而美丽，梦想
因坚持而开花。”这句话用在罗
轶麟身上再合适不过了。当年，
大学毕业后，他来到一家国企酒
店集团工作。深信“成功来自于
积累”的他，从打扫客房做起，兢
兢业业，并在实践中优化业务流
程，很快便得到重用。一路走
来，挑战从未止步，罗轶麟27岁
那年便当上了美国一家上市公
司的市场营销总监。

然而，罗轶麟的人生轨迹，
随着宝宝的出生，再次发生改
变。“我们在半年以内，换了9个

育儿嫂。我每天要给阿姨制定
工作时间表，还要通过摄像头远
程监督她、提醒她，非常累。”

深陷育儿烦恼的罗轶麟，逐
渐发现类似的苦衷并不只存在
于他的家庭，几乎身边所有生完
孩子的同事、朋友都遇上了“育
儿难”的问题。

“能不能打造一个以社区为
中心的育托平台，让专业育儿师
在父母工作的时候看护宝宝
呢？”有了这样的想法，罗轶麟立
马付诸行动。辞职后的他，找寻
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进
行市场的深入调研和尝试。

2017年 2月，第一家“好姑
姑社区幼托中心”正式成立，罗

轶麟正式踏上了创业的路程。

不断挑战和创新，
多方面提升育儿质量

“‘好姑姑’是一家以社区为
中心的婴幼儿育托机构，根据中
国家庭的特点，从实际出发，专
门为1-3岁的宝宝提供一站式
的社区幼托服务。”对于“好姑
姑”的定位，罗轶麟非常明确。

在他看来，要做到被市场接
受，“专业化”应该是第一位的，这
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罗轶麟介
绍说，每一位“好姑姑”除了取得
相关政府职能部门颁发的教师资
格证、育婴员、保育员、健康证等
相关证书，还需要继续再培训并
通过考核取得好姑姑的资格证。

“为了确保服务人员的质量，我们
还与专业院校合作，直接输送相
关人才；同时，成立了‘好姑姑’学
院，为在岗人员提供一整套培训
体系。”在日常工作中，“好姑姑”
的管理较为“军事化”，每日培训、
每周巡检、实时监控提醒在“好姑

姑”已是习以为常。
除此之外，在针对婴幼儿的

养育方式设计上，“好姑姑”团队
同样下足了工夫。据了解，为了
保证宝宝能够接受到专业的养
育，“好姑姑”借鉴格赛尔养育体
系，从五大纬度深入、客观、全面
地评测宝宝的发展现状。“家长
们可以通过手机平台看到宝宝
每个月的成长情况及数据，做到
安心、放心。”

安全方面，也不容忽视。罗
轶麟强调，在幼托中心，所有的
装修均使用环保材料，并在1米
以下的部位覆盖上绵软的保护
垫；每个教室都配备有单独的新
风系统，保证空气时刻清新……

“家长们可以放心地将宝宝送到
‘好姑姑’来，我们绝不让宝宝的
安全受到威胁。”

不忘初心与梦前行，
未来继续扎根上海市场

专业的师资力量加上科学
合理的教育体系，让“好姑姑”走

在了育托行业的前列，同时，也
得到了家长的信赖与支持。“最
初，有些家长不太放心，有顾虑，
但慢慢地，他们看到宝宝在‘好
姑姑’快乐成长，对我们也越发
认可了。”罗轶麟笑着说。

目前，“好姑姑”已经完成了
第一轮融资，并快速发展到了10
家社区幼托中心。该项目还得
到了社会的关注与肯定，分别荣
获了“临港杯·创青春”上海青年
创新创业大赛“智慧城市和共享
经济”单元赛一等奖以及第四届

“创业梦之星”年度总冠军等奖
项。值得一提的是，“好姑姑”还
受团中央推荐挂牌双创板，并于
近日在团中央进行了挂牌仪式。

“创业之后，多了份责任感
和使命感。”在罗轶麟看来，创业
最重要的是不忘初心，不断前
行。他强调，未来，将继续为了
孩子们的快乐、成长而努力，“继
续扎根上海市场，让越来越多的
孩子和家庭感受到‘好姑姑’的
用心和爱心。”

罗轶麟：提供一站式社区幼托服务

“好姑姑社区幼托中心”创始人罗轶麟。 受访者供图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陆安怡

本报讯 廖洸晖来自中国台湾，在设计行业有着
非常丰富的从业经历，他于2006年开始创业，在这期
间，不仅接触到商业地产领域，还着手运作文创项
目。去年年底，他成为黄浦文化创意创业学院的创业
导师，并成为黄浦区创业导师团的一员，着力于文创
领域的创业指导，同时还协助黄浦区公共创业服务机
构帮助残疾青年创业。热爱文创行业的他表示，自己
非常愿意和创业者分享经验，“真正做文创行业的人
都蕴含着激情，所以这样的分享不同于商业洽谈，更
多的是真实情感的表达。”

在创业辅导中，廖洸晖不喜欢将自己定义为专家
或导师，也不喜欢主导创业者。他认为，创业者自身
的思路最为重要，而他更多是担任辅导者和陪伴者的
角色，在创业者遇到挫折时给予他们激励；在他们产
生灵感时启发他们思考。他表示，自己更注重对创业
者心态的关怀，并且会顺应市场规律，为他们提供适
当的建议，鼓励他们自己走出一条路。

在总结自己的创业辅导要素时，廖洸晖有一套
“晖氏三角链”机制，包括下三个要素：给予创业者“不
干预的关怀”；提升他们对于项目的幸福感；根据经
验，辅导和帮助创业者。

“创业者需要搭建资源网络。”廖洸晖表示，他在
上海接触到了不少优秀创业者，涵盖了美工艺术、木
工、摄影、雕塑等不同领域。“对于不错的项目，我都会
为他们推荐自己合作过的、较为靠谱的伙伴，帮助他
们把产品销售给企业与社群。”

创业者在从0到1的阶段中，比较容易跌倒，需要
有人关怀他们。对于未来，廖洸晖表示，希望能够在
黄浦建立豫缘文创项目培育基地的过程中，做一名合
格的创业导师，帮助大家做好从0到1的过程。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陆安怡

本报讯 施豪是创业专家志愿团中的“老法师”，从
事创业指导服务近20年的他，见证了上海创业服务的
发展和创业环境的变迁。1998年，他抱着“回馈社会，
帮助他人”的想法加入了原卢湾区创业指导专家志愿
团（后合并入创业指导专家志愿团）。目前，他担任上
海市创业指导专家志愿团第三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施豪感慨地说，专家志愿团的服务方式与十多年
前已经完全不同，现在的服务主体为青年人，尤其是
大学生，“不论在校学生还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的
创业热情都非常高。”

施豪平时就在市、区二级创业指导专家志愿团办
公室的安排下，为这些有创业想法及正在创业的青年
人提供指导，使他们的“创业计划书”更完整，更具有
操作性及实战性。此外，他还非常乐于和学员交朋
友，向他们传授经验，避免走更多弯路。

从事创业指导工作多年，施豪指导过的创业者不
计其数。最近，他对接了创业者小涂，这段时间正与
小涂开展线上线下的紧密交流，不仅上门提供指导，
还带他外出见习，考察市场，并且为他介绍意向合作
企业等等。施豪说：“这样可以帮助创业者更清晰地
认识自已、了解市场，把握住每一个机会。”

“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他建议创业者要明
确以下三点：第一，正确认识自己；
第二、做好思想与资金准备；第三，
制定创业计划书，策划自己每一个
阶段的任务。

“努力、努力、再努力”，施豪表
示，自己未来会一如既往地积极参
加各类创业指导活动，帮助创业者
实现梦想。

施豪：帮助创业者了解市场廖洸晖：给予创业者陪伴和关怀

创业指导师廖洸晖。 受访者供图

创业指导师施豪。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