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公益创业赛参赛项目简介

项目名称 亳州青年创客志愿服务项目

申报方式 省级赛会单位推报

项目类别 乡村振兴

项目实施时间 2016-04至2023-08，共计88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亳州青年创客志愿服务项目自成立以来立足公益和服务属性，聚焦企业孵化和创业服务。

累计孵化企业578家，孵化项目累计带动就业4517人；2021年孵化项目总产值5.24亿元，

纳税2504.86万元。志愿团队先后为园区获得安徽省小微企业创业基地、省级电子商务示

范园、省级服务业集聚区、国家级众创空间、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省级农民工返乡创

业示范园、安徽青年创业园、安徽省第六批信息消费体验中心、省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

示范平台、省级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园、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等荣誉称号。

 志愿团队党支部在2021年荣获市级五星级层党组织、五星远教站点，2022年获评全市

第一批三强三好互联网企业党建工作示范点。团工委于2022年荣获全国五四红旗团委。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亳州青年创客志愿服务团队积极组织企业申报相关奖补资金等工作，积极宣传落实就业

创业优惠政策，自团队运营以来，累计为企业申请各类奖补资金1694.86万元，为企业减

免房租530余万元，返还物业费、水费和电费约321.87万元；疫情期间为减缓企业压力，

减免企业房租、仓库租金84万余元；累计孵化企业578家，累计带动就业4517人。2022年

孵化项目总产值4.75亿元，税收累计3092.22万元。团队整合创业资源，搭建亳州创业共

享平台（http://www.bzcye.com/），截止目前注册用户为4744人，已发布服务类政策信

息、培训活动共计777条，提供工作岗位、产品、场地共计1410个。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所属单位亳州市众创科技创业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4月，注册资本100万元，团队

以返乡创业者、大学生创业者、退伍军人、青年创客等为主要培育群体，通过“基础服

务+创业辅导+孵化加速”的服务模式，为创业者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

的创业孵化平台，孵化企业在孵化期内可以享受税费减免、融资支持、创业服务、资金

扶持等扶持政策。

 由筑梦创业导师周成文带领的一支实力强劲、经验丰富的技术指导和孵化运营专业团

队，为初创企业提供系统性的综合管理咨询、技术指导、培训等专项服务，并有孵化器

种子资金3300万元，用于企业研发补助与设备补助等。

 政策扶持与保障机制。2016年7月下旬亳州市人民政府印发的《亳州"互联网+"创业示

范园（筑梦社区）扶持政策（暂行）》通知中明确：鼓励和支持企业在园区举办创新创

业类活动，加快园区创业生态链打造，扩大园区的影响力，形成孵化器品牌效应；扶持

政策内容包括：办公场所资金补助、创业贷款贴息、云服务补贴及奖励、中介服务补贴、

创业融资支持；同时为人才提供入住创业者公寓、人才租房补助、人才创业培训补助等

补贴政策，政策利好吸引人才流入，支持企业的稳定发展。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是开展各项服务工作的基础和保证，园区拥有一支具有专业知识背景

和综合素养的高效服务管理团队，并通过不断的加强理论学习、开展专业培训和参加行

业交流，提高园区管理团队的服务能力。亳州青年创客志愿服务团队共有19名人员，均

为大专及以上学历，其中7人拥有赛飞创业辅导师证书或孵化器从业资格证书等相关资质

证书，另外，团队还聘请了10位经验丰富的创业导师为企业提供管理、财务、知识产权、

投融资等各方面的指导。

 为了园区健康可持续发展，团队制定一系列制度文件，来规范园区内创业团队和企业。

主要制度有《亳州青年创客空间入驻企业管理制度》、《亳州青年创客空间孵化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同时为激励园区管理人员工作激情，更好、更加专业的为园区内企业提

供专业服务，特制订了《亳州青年创客空间员工管理制度》，使园区在运营管理过程中

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志愿团队主要以返乡创业者、退伍军人、大学生创业者和青年创客为主要服务群体，以

养生健康、网络科技、现代服务、文化创意等为主要培育方向，“基础服务+创业辅导+

孵化加速”的服务模式。以亳州市谯城区青年创客空间职业培训学校为载体，建立系统

完善的培训体系，培育出以互联网业态为基础的人才梯队，应用于亳州地区的科技研发、

养生健康等各类领域，逐步形成并完善亳州互联网人才生态圈。搭建众创空间+孵化器+

加速器的产业孵化链条体系，为中小微企业提供物理空间和基础设施以及孵化平台，进

而降低创业者的创业风险和创业成本，提高创业成功率，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培养成功

的企业和企业家。

 为更好服务企业发展，团队特梳理《亳州青年创客空间服务清单》，涵盖办公服务、

财税服务、法律服务、人力资源、工商代理、电商服务、影视服务和后勤服务等220余项

服务内容，为创业者提供一站式创业服务；并制定了《亳州青年创客空间孵化服务体系

分工方案》，进一步优化了亳州青年创客空间孵化服务分工，大大提升为企服务办事效

率。2021年，团队共计为企服务1120次；2022年，团队累计为创业者提供服务1323次。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伴随着创客空间的发展壮大，企业对园区的服务需求趋于多样化，团队现需集聚创新资

源，与科研机构、重大电商平台和大型企业进行资源合作对接。在政策方面，对人才引

进吸纳、专业培训等方面加大引导，集聚创新创业人才，提升服务能力。

 下一步打算：

 （一）强化政治理论学习，增强企业政治意识。

 持之以恒发挥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必须要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学深悟透。

 （二）强化精细精准服务，夯实孵化基础。

 一是面对四类群体，围绕四大项目类别，因企制宜，合理布局，促进同类型企业集群

发展，提高创业成功率。

 二是提升服务青年创业能力，聚焦企业孵化和创业服务，常态化开展各类为企服务工

作，全年累计为企服务不低于1000次。

 （三）强化创业生态，营造创新环境

 一是充分运用融媒体资源，创新宣传方式、丰富宣传活动、扩大宣传覆盖面，提高创

业政策知晓度，积极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浓厚氛围，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和青年创业

热情。

 二是常态化开展座谈交流、服务对接、创新创业等活动，积极组织开展各类创业培训30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