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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创业青年：
带着技术回国，在青浦圆梦

1996年，赵衍楠到上海青浦读小学一
年级，某种意义上算是“青浦小囡”，18岁
那年他离开青浦到加拿大留学。

大学一毕业他就踏上了创业路，从平
行车到直播带货当主播再到主攻虚拟制
作赛道，赵衍楠笑言，自己是一名不折不
扣的连续创业者。

从上海到加拿大到深圳再回到上海
青浦，兜兜转转了一大圈。赵衍楠终于在
坐落于青浦的上海文化影视科技产业集
聚区找到了创业再出发的落脚点。园区
里入驻了不少文化影视科技类公司，有种
找到“组织”的感觉。

他给公司取名叫Salt，寓意比之前高
一点点，翻译成中文就是少糖，但没想到
此名被注册掉了。他便将少改成了烧，希
望事业如烈火，熊熊燃烧起来。随着烧糖
文化的成立，自己的梦想也有了生长的土
壤。

之所以选择回到从小居住的青浦创
业，赵衍楠的理由很充分：青浦位于长三
角地区交通枢纽，距离虹桥机场只有15
分钟的车程。作为一家科技型公司，需
要接待来自全国的客户，交通便利是一
大利好。“烧糖文化入驻的园区距离国家
会展中心很近，这里会举办进博会、车展
等国际国内顶尖的展会，通过这些展会
我们近水楼台找到了一些广告客户。青
浦提供的营商服务可圈可点，每次只要
参展客户有拍摄需求，都会对接资源给
我们。这些助力让我们初创型企业能更
飞速地发展。此外，近年来，不少大品牌
在青浦纷纷入驻，让我们可以就近找到
客户。”

此外，赵衍楠提到，青浦区委宣传部、
青浦文旅局、青浦共青团和青联等部门也
纷纷出手，在文创基金、人才公寓、咨询沟
通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

谈及公司的主攻领域，赵衍楠顿时来
了兴致，“以前在影视制作时，可能剧组要
奔赴6个地方取景，如果做一个太空舱的
话，可能制景费就高达二三百万元。但通过
虚拟制作，在一个影棚里就可以完成六个场
景的拍摄，也无需花费高价制作场景，更省
去了后期特效部分的天价制作费。”

赵衍楠向记者展示了一段虚拟制作
视频拍摄的现场vlog，背景的大屏幕中，
变幻着沉浸式树林，威亚将一个小女孩吊
起，仿若进入了一个真实的树林。

“《新蝙蝠侠》《流浪地球》等都使用过
虚拟拍摄，其中，前者我们还参与过。《繁
花》补拍时使用的背景也采用了这一技
术。”赵衍楠回忆说，2019年一次偶然的

机会，自己在国外遇到了一个从事虚拟拍
摄的团队，让他眼前一亮，觉得该技术是
未来的大方向，因此，自己举全部的团队
之力开始研发软硬件。

“和其他从事类似虚拟拍摄的公司不
同，除了接电影、电视剧外，我们还在中国
的下沉市场做应用开发，比如文旅、可视
化IP、影视旅游专线等。就拿短剧来说，
去年浙江省拍了3万部短剧，这个市场前
景不可限量。”赵衍楠介绍说，目前，他们
将加拿大的影棚作为底层研发中心，上海
这边是应用研发中心。此外，他们正将这
一模式复刻到全国。

“我相信，在中国，在上海青浦，把个
人奋斗汇入发展洪流，一定能实现我们的
青春AI梦。”赵衍楠表示。

95后基层机关青年：
我与“社区”一路同行

1996年出生的赵洁来自盈浦街道社
区党建办，是一名和社区工作有着不解之
缘的机关青年，本科和研究生都学社会学
的她可谓是科班出身。

“其实，早年在我还没参透自己所学
的专业社会学究竟是个什么学科的时候，
社区、共同体、多元治理等学术名词就像
潮水一般向我涌来，不断带给我理论和实
践层面的新鲜感。”彼时的她在读完一本
讲如何激发城市公共空间活力的书之后，
就开始到处找街角、找公园做观察实验，
一门心思想要验证书中的观点。这种“从
生活中来 到生活中去”的神奇体验一直
影响着她，也驱使她在读研时选择了“社
区治理”的细分方向。

说起社区治理，相信每个人都不会感
到陌生。以至于年少的她曾不谙世事地

抱怨，“研究社区治理的门槛好像有点低
啊，只要有生活体验，谁都能讲两句。”直
到毕业后机缘巧合地继续从事了基层治
理工作，赵洁才意识到，要想回答好“治理
何以可能、何以可为”的问题，还真要多一
些“沾满泥土”的体验，把讨论和参与的门
槛降得更低一些。

赵洁告诉记者，因为之前学习社会学
的缘故，接触了许多理论知识，忍不住对
不少问题的思考都是从理论出发去对照
实践，确实有些水土不服，很长一段时间
都是门外汉的状态，也不接地气。“这几年
我阴差阳错从事了社区治理工作，接触到
一些有想法、有活力的社区达人、村居书
记、部门负责人等，才发觉基层的实践和
探索才是治理创新的活力源泉，也能逐渐
理解到‘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这句话
背后的深意。”

赵洁所工作的盈浦街道位于青浦中
心城区，老旧小区多，有时会遇到居委会、
业委会和物业公司“三驾马车”协调不畅，
导致加装一部电梯或把花坛里的树移开
几米也会产生误解的情况。

类似的情况困扰着社区干部，也让赵
洁和她的同事们陷入思考：从一线的实际
出发，如何在不增加治理成本的前提下，
让业委会运作更加规范，让“三驾马车”并
驾齐驱、同向发力？

赵洁介绍说，去年，盈浦青年在党建
引领下进行了大胆创新和探索尝试——
以创建“青春社区”为契机，10名来自居委
会、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的青年党团员，
通过组织选聘的方式，兼任起了小区业委
会的执行秘书，这也是青浦首批青年业委
会执行秘书，让青年通过“青春合伙人”的
方式为基层治理注入青春活力。

在与他们的接触中，赵洁了解到，他
们中有的当好管家，帮助年纪大的业委会
成员做好台账记录、电脑输入等基础性工
作，进一步完善信息公开、印章使用等常
规管理制度；有的当好助手，帮助业委会
推进停车管理、加装电梯、物业维修、垃圾
分类等重点工作，架起与居委、物业之间
常态长效的沟通桥梁；有的当好参谋，通
过广泛联系、集思广益，动员更多社区能
人和共建资源做好群众工作，让幸福温暖
的发展愿景成为治理实景。看着这些可
能从未研究过社区治理理论但无时无刻
不在亲身践行、大胆探索的同伴们，赵洁
更加确信，治理工作创新发展的最大活力
就蕴藏在基层，存在于这些与“社区”一路
同行的实干家中间。

“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可能没有我们
想象的那么遥远，大到出台一项规章制度，
小到转变一个工作方式，答案就贯穿于解
决问题的过程中、推进工作的细微处。而
对于青年群体来说，投身治理创新、彰显青
春智慧，更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份责任和
使命。”赵洁希望邀请更多青年朋友共同实
现一场青春与社区的“双向奔赴”。

青浦锻造高质量人才发展“引擎”

海聚英才 一见“青”心

青浦东临大虹桥，西接江浙两省，是上海对内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区位优势独特、生态禀赋优异、历史文化悠
久。青浦坚持以服务落实重大战略为牵引，围绕“战略赋能区、数创新高地、幸福温暖家”的目标，不断提升城市能级
和核心竞争力，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枢纽门户。对年轻人而言，青浦是一座“开放、创新、梦想”之
城。90后创业青年赵衍楠和95后基层机关青年赵洁就是在这片热土上找到了施展抱负的平台。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作为进博会的永久举办地、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的示范区、虹桥国际开

放枢纽的重要片区以及上海五大新城

之一，伴随着长三角数字干线的建设

推进，华为、美的等龙头企业以及北

斗、长三角绿洲智谷、西岑科创中心等

科创平台布局落子，青浦已拥有吸引

海内外优秀人才的较好基础。

近年来，青浦抢抓机遇、乘势而

上，在人才工作方面持续发力。2020

年，青浦出台了青峰人才政策，近三年

平均每年安排人才发展专项资金 1.5

亿元以上，人才公寓总量已达3.2万余

套，吸引集聚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全

区现有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24名、

市级人才计划入选者72名、区级领军

拔尖等人才548名、首席技师134名，引

才聚才的效应初步显现。今年3月，青

峰人才政策2.0版本正式发布，新一轮

人才政策按照“点面结合”原则，突出

人才安居需求，并对特定群体、特定领

域进行重点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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