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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创
2017“创享汇”青年创新创业集市暨青年创业项目展示周长宁专场

集结创新智慧 展示服务成果

活动中，共青团长宁区委
员会副书记夏俊祺深入阐述
了长宁互联网文创企业共同
助 力 社 区 治 理 的 项 目 背 景 。
上海鼎创汇创客空间管理有
限公司总经理刘斌对参加展
示的文化创意企业及社会组织
做了简要介绍。

之后，周家桥街道、仙霞新
村街道、新泾镇分别与文创互联
网企业签订了“缤纷周桥”——
城区文化涂鸦项目、“乐动霞
区”——午间白领音乐时光项目
及“庭上添花”——居民区特色
门庭建设项目深入服务合作协
议，借助社会专业力量解决社区
痛点问题。

活动现场，参展企业之间互
相交流心得经验、分享创业故
事。同时，活动集市还吸引了中
国传统文化、青少年绘画、白领
健身、艺术场馆等16家文化时
尚创意企业参展，以及 4 家与
志愿者服务、少儿活动服务等
相关的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工
作人员和“赶集”观众展开了
良好互动。

青年是创意的源泉，企业是
创新的载体。“创享汇”青年创新
创业集市暨青年创业项目展示
周长宁专场活动有效拉近了长
宁文创企业、互联网+企业与社
区、商圈及长宁居民们的距离，
深受广大市民的欢迎。

近日，以“青春奋进新时代、创新助力社区行”
为主题的“创享汇”青年创新创业集市暨青年创业
项目展示周长宁专场活动在缤谷广场拉开序幕。
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团区委等主办单位以及区
科委、周家桥街道、仙霞新村街道、新泾镇等相关领
导出席了本次活动。 青年报见习记者 明玉君

让木艺成为
未来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对于家具设计师来说，木艺实验室类似于
众创空间；而对于木艺爱好者来说，木艺实验
室就像健身房一样，用户可以通过办理会员，
随时使用我们的空间和场地。”据创始人徐广
举介绍，木艺实验室本质上是会员制共享木工
房，主要为家具设计师、木艺爱好者、手工定制
工匠及学生等用户提供场地设备及木艺教程
服务。

当年，毕业于路桥专业的徐广举进入设计
院工作。尽管工作繁忙，他依然没有放弃对木
艺的热爱与追求。2014年，决心将爱好发展为
终身事业的徐广举，毅然辞职，与合伙人共同创
立了木艺实验室，开始了创业之路。

虽然坚信木艺行业的广阔发展前景，但在起
步阶段，对徐广举来说，困难重重。“当时的木艺
市场还不太成熟，用户接受度不高，我们无法拿
出大量资金进行市场推广，只能走品质化路线，
不断提升课程质量和用户体验。慢慢地，公司靠
着口碑传播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徐广举说。

目前，公司在上海和杭州各有一家直营店，
并在广州、厦门、苏州等城市成立了加盟店。据
徐广举透露，自公司成立以来，累计培训过的学
员约2万人，自媒体平台已有20万用户。

随着公司的发展，业务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据悉，木艺实验室通常不定期举办各类匠人和设
计师沙龙、见面会，同时，结合特色木艺课程，如
制伞、制笔、砧板课程等，丰富用户体验，起到放
松和减压的效果。“我们还承接企事业单位的团
建活动，在具体的木艺操作中，实现团建与工匠
精神的融合。”

未来，徐广举坦言，将继续通过线下连锁木
工坊与线下教程APP相结合的方式，加快木艺实
验室的发展。“让木艺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一部
分，进一步传播木艺文化。”

“‘街去’是一个集内容分发、空间运营和赛
事IP于一体的垂直内容平台。线上通过整合嘻
哈文化的相关元素，为用户提供滑板、说唱、涂鸦、
街舞等垂直内容；线下主要通过内容的矩阵以及
本土的线下空间，为街头玩家提供全方位的交流
平台和新鲜的内容。”创始人徐俊炀坦言，之所以
取名“街去”，旨在鼓励年轻人走出去，参与到街头
文化的体验和传播中来。

2016年，出于对街头文化的热爱，徐俊炀整
合多方资源，与合伙人共同创立了“街去”，开始了
第二次创业。“我们团队的成员大多数是90后，大
家都是街头文化的忠实爱好者。”徐俊炀说。

虽然激情万丈，但徐俊炀坦言，在“街去”的不
同发展阶段，都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创业初
期，团队面临项目的启动资金问题；而到公司发展
到一定阶段，又遇到了发展方向和人才管理问题。

徐俊炀深知对于初创公司来说，发展方向的
重要性。“经过多次尝试和探索，我们将公司业务
定位为内容分发、空间运营和赛事IP三部分，打
造三者于一体的垂直内容平台。”

为了提升公司在同行业中的竞争力，徐俊炀
带领团队从用户需求出发，不断打磨和丰富产品
内容，提升产品质量。同时，邀请知名设计师进行
产品设计，加强对产品细节的把控。据悉，目前

“街去”已经拥有20多万垂直用户群体，累计为超
过十万的街头爱好者提供精准的线下活动和服务，
并举办了超过300场的线下社群活动。“未来，我们
将继续进行线下街头空间的复制和精细化管理，
打造‘街去’嘉年华品牌，不断进行资源整合。”

回想创业历程，徐俊炀坦言“累并快乐着”。
有时，工作到凌晨一两点，浑身疲惫；但当早上醒
来，推开窗户时，又迅速满血复活，继续投入到创
业中去。“创业九死一生，充满了艰难险阻，唯有热
爱和坚持，才能一步步走向更远的未来。”

亮点企业与项目展示

专业化的街头
文化内容平台

“每一件衣服都理应拥有自己独特的灵魂和
情绪。”这是上海梵妃商贸创始人彭莜洋多年来
一直坚持的服装设计理念与精神。

从小就对设计非常感兴趣的彭莜洋，在企业
管理专业毕业后，前往韩国攻读设计类硕士。两
年后，学成归来的她，进入设计类公司从事品牌
企划与服装设计工作。

但随着工作的深入和对市场的深入了解，
彭莜洋内心创业的想法越发强烈。“我想成立
自己的设计师品牌，为用户提供既有设计感，
又实穿的服装，实现商业价值与艺术价值的完
美结合。”

紧接着，彭莜洋与合伙人共同成立了上海梵
妃商贸，专注于打造自己的设计师品牌。

然而，创业中的资金匮乏和人员不足，让彭
莜洋倍感压力，甚至一度想要放弃。“经历风雨
才能见彩虹。”之后，在团队的不断努力和坚持
下，公司开始正向发展，业务发展为独立的设计
师品牌、时尚培训、品牌合作和品牌运营四部
分。彭莜洋强调，这是一个不断循环的生态
圈。“各部分是相互融合的过程，我们提供培训
服务的同时，为学员提供实习机会，同时帮助他
们拓宽销售渠道，加快发展。另一方面，很多学
员也充实到我们的团队中来，提升了工作效
率。”

目前，公司的发展已经步入正轨，与多家知
名品牌达成了合作关系。同时，在培训方面，也
颇有成效。彭莜洋透露，很多学员，在培训后，找
到了高薪的设计工作，还有的学员成立了自己的
设计工作室。

未来，彭莜洋坦言，希望继续完善业务生态
圈，与多家品牌及明星合作。同时，培训更多的
零基础学员，将他们的设计元素融入公司品牌，
从而呈现多元化的发展特色。

将服装设计与
商业价值相结合的生态圈

“赶集”的观众在展台前咨询工作人员。 受访者供图

木艺实验室 街去 上海梵妃商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