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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滨海高新区，有一位“85后”

创业者，带领成立 4 年的创新团队，用

“云”赋能脱贫攻坚，为贫困户“链接”上小

康路……他就是云账户（天津）共享经济

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杨晖。

“云账户就是用数字化手段、通过云

上赋能的方式，为千千万万的个体经营者

服务，让他们更快更好地复工复业，保就

业、保民生，让更多贫困户在‘云’上实现

脱贫致富奔小康。”杨晖告诉记者。

一份沉甸甸的扶贫成绩单

在云账户公司会议室，一面以红色

为基调的LED大屏与一面以蓝色为基

调的 LED大屏交相辉映。红色大屏记

录着云账户“勇担时代使命，助力脱贫

攻坚”的历程，蓝色大屏实时展示着云

账户服务的个体经营者就业、平台上业

务发展等数据。

在天津市对口帮扶的46个挂牌督战

贫困村中，云账户结对帮扶12个，其中8
个在新疆、4个在甘肃。在云账户服务的

4700多万名个体经营者中，来自国家级

贫困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合计79.4万人。

具体到甘肃，云账户服务的甘肃籍

个体经营者近90万人，其中建档立卡贫

困户11.7万人。也就是说，每8个人里，

就有1个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定位脱贫攻坚不是一时兴起，而是

基于企业业务本质所做出的自然而然的

决定。”杨晖说，云账户的服务对象，是

外卖小哥、保洁阿姨、视频创作者等希

望通过努力改变贫困状况的奋斗者，云

账户为他们提供秒批办照、身份核验、

业务分包、收入结算、智能报税、保险缴

费等综合服务。

“疫情面前没有旁观者。”这是杨晖在

今年2月份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疫情

突如其来，深耕共享经济的云账户，首先

想到的就是与客户共渡难关。在2月份

抗击疫情形势最严峻的时候，云账户拿出

680万元让利客户，还提前把3月份和4
月份的款项打给供应商企业。也就是说，

供应商的服务还没提供，云账户就已经提

前付款了。

据了解，为了让加入共享经济的贫

困人员尽快有钱挣，疫情期间，云账户推

出了“线上秒批”个体工商户电子营业执

照新服务，让他们一趟都不用跑，可以第

一时间拿照，第一时间接单干活，第一时

间获得收入。

数字赋能脱贫攻坚

“因为数字化赋能，云账户才能够在

疫情期间做到服务不间断，持续为共享经

济平台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提供服务，结算

过程完全自动化，无需人工参与。”杨晖

说，在疫情防控最吃劲的时候，云账户一

直为客户提供“7×24小时秒级到账”服

务，一秒都没间断过。

“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数字经济新

业态的快速发展，催生了灵活就业新模

式，让贫困地区劳动者有了前所未有的就

业机会。”杨晖说，云账户服务的个体经营

者，广泛分布在视频创作、远程医疗、在线

教育、本地生活等15个行业，60多个细分

领域，涉及26个职业类型，满足人们衣食

住行教育医疗等刚需，“我们就是依托数

字技术的赋能，解决最根本的民生问题。

所以，不管外部市场环境如何改变，基于

数字经济的新动能依然激荡澎湃。”

杨晖举例说，即使是偏远地区的人

们，哪怕在西部的大山深处，他们通过创

造优质的短视频内容，让全国各地的人看

到，也能获得收入。数字经济为脱贫攻坚

拓宽了服务边界，打破了时空限制。

眼下，云账户正打造“短视频+扶贫”

模式，在甘肃省天水市投资3000万元设

立“短视频+社交”平台公司，产出优质内

容，吸引并积累客户流量，用短视频的形

态赋能，把流量优势转化成带货优势，帮

助低收入地区老乡销售农产品。“贫困地

区自我发展基础薄弱，只有发挥市场作

用，借助科技手段，才能帮其打破发展恶

性循环怪圈。”杨晖说。

让更多创业者奔向小康

说起创业过程，杨晖说，自己也有过彷

徨苦闷，但在不断的试错中快速成长起来。

2016年8月，云账户在天津滨海高新

区注册成立。4年来，云账户为全国范围

内超过5500家共享经济平台企业和超

过4700万名个体经营者提供综合服务。

“在新经济模式下，创新就是云账

户快速发展的基因。”杨晖表示，今年云

账户将继续加大投入，全力推进区块链凭

证管理平台建设，发挥区块链技术优势及

新业态先发优势，致力于构建包括云账

户、个体经营者、平台企业、管理与服务机

构等产业链相关方在内的区块链联盟。

目前，云账户区块链管理平台v1.0版本已

正式上线，并完成首批商户对接工作。

接到一个订单就送餐上门的外卖

小哥、清洁千家万户的保洁阿姨、奔波

着记录美好时刻的平台摄影师、展现

百态生活引领风尚的视频播主……他

们既是新时代最平凡的劳动者、奋斗

者，也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

“他们是云账户服务的对象，而帮助这

些新时代劳动者就业，也是云账户天

生的使命。”杨晖说。

在利用数字化赋能贫困地区劳动者

的同时，云账户自身也快速成长。短短4
年，云账户各项经济指标跃升近 40倍。

2019年实现收入347.12亿元。2020年1
月至6月实现收入199.50亿元，比2019年

同期增长37%。

“我们公司是 2017年成立，成立之

后在短短两年时间获得了很多顶尖资

本的帮助，包括红杉、腾讯等。我们希

望用更好的产品体验以及顶尖的AI技
术，为每一个创作者赋能，降低创作门

槛。”上海卫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

人赵维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人工智能的同行们在以各种方式

让各种人‘下岗’，时间节约下来做什么

呢？我们来帮助人们更好地消费时

间。”在第八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互联

网行业总决赛舞台上，赵维杰在 8分钟

的路演时间里，精彩风趣的话语不时引

发现场观众阵阵热烈的掌声。经过紧

张激烈的比拼，最终，上海卫莎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获得第八届中国创新创业

大赛互联网行业总决赛成长企业组一

等奖，并拿到了大赛评委派发的“邀约

卡”。

神奇的马卡龙

“卫莎网络是一家以‘计算机视觉

技术’为内核的人工智能企业，致力于

为用户提供更快捷高效的创作工具，降

低创作门槛，解锁图像、视频、音乐等复

杂场景，为创作者赋能，打造线上线下

的生态创作社区。”赵维杰说。

“我们发现在各行各业中都有相当

多的企业或者客户，希望我们能够帮助

他们降低创作的门槛。”赵维杰说，“于

是，我们做了一款‘马卡龙玩图 APP’，

上线一年多时间，现在已经有累计超过

4000万的用户。马卡龙在各大应用市

场都可以下载，如果你还没有下载就

OUT了。”

卫莎网络的愿景是为创作者赋能，

让人人都可以轻松成为美好生活的创

造者。不需要拥有专业的图片、视频技

术处理能力，通过马卡龙，每个人都可

以在手机上轻松实现特效照片和视频

的拍摄与发布。

马卡龙神奇在什么地方？“马卡龙

进入日本市场后，第一周就拿下了下载

榜的冠军。它还获得了苹果公司评选

的2018年年度最佳APP。”赵维杰说。

使用马卡龙，用户可以很容易地编

辑一段视频，可以对图像自动分层，复

杂的操作一秒钟就可以完成，另外还有

很多新鲜好玩的应用。让人意想不到

的是，这些应用背后都使用了大量 AI
的黑科技。

卫莎网络与上海交通大学建立了

脑科学与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实验室

有30多位研究员和6位全职的教授，聘

请了国内外顶尖的专家和学者，不乏欧

洲科学院的院士。“我们一起研究脑科

学和计算神经学，放到计算视觉中开发

了大量的技术，原创了全球领先的类脑

计算理论——概念网络（ConceptNet），

只需极少数据量和运算量实现世界级

计算机视觉能力。”赵维杰表示，为了

使这些新技术能落地，让每个普通人可

以用到，他们累计发表了 100 多篇论

文，申请了大量的专利和软件著作权。

可以说，每一个应用都是一个个新技术

支撑起来的。

努力成为行业中的独角兽

“我们的盈利来自两个方面，一个

是B端的客户，在行业中有大量B端的

客户需要用到我们的技术。另一个是

C 端的用户，主要是订阅。”赵维杰表

示，在订阅方面有很多专业的玩家需要

付费，这个行业中也有大量的视频和图

像APP采用订阅模式，这是C端最成熟

最赚钱的模式。

“我们希望用独家的内容和独家的

工具，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视频创作的

工具。”赵维杰透露，“我们有 1/3的用

户来自于海外，尤其是日本市场，这是

一个付费能力相当高的市场，在国外几

乎没有竞争对手的状态下，我们很快就

在日本市场占领了下载榜第一的位置，

在海外预计将有更好的销售收入。”

“正式商业化是从2019年8月份才

开始，我们已经收获了 1.3 亿元的订

单，已经落实的资金是 1700 万元，很

短的时间我们赋能了大量 B 端的公

司，对我们来讲，这是很快的发展速

度。”赵维杰表示，“我们对 2020 年

的收入非常有信心，期待在五年内营

收超过 10 亿元，利润超过 5 亿元，成

为行业中的独角兽。”

从 2017 年创业之初，卫莎网络就

是投资界瞩目的未来之星，先后获得

真格、英诺、红衫和腾讯等知名机构

投资。如今，卫莎网络加大与哔哩哔

哩（B站）、腾讯以及众多视频平台的合

作，意图进一步扩大版图，打造一个生

态创作社区。

创业者要解决各种困难

“我是 2017年离开华为的，然后跟

现在的合伙人一起创办了卫莎网络。”

赵维杰表示，当时觉得市场成熟了，AI
技术的成熟度已经达到可以商用的水

平，然后资本也比较认可 AI 企业。“还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觉得 AI 技术

一定要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用得到，综

合几方面因素考量下，我决定出来创

业。”

“创业每天都是困境，顺境可能只

有几天，就是拿到融资的那几天。其实

创业这条路是非常艰辛的，会遇到很多

问题，比如说技术上的、产品上的、外部

环境上的、客户上的等等。”在赵维杰看

来，市场是风云变幻的，对于创业者的

要求是非常高的，创业者要能够去适应

各种各样的环境变化，能够解决各种困

难。

“比如在技术方面，技术研发是有

严格的研发周期的，尤其是 AI 最前沿

的这些理论，它的周期可能非常长，而

周期很长的这些理论研究，它跟用户迫

切的需求是一个非常大的矛盾。”赵维

杰坦言，如何解决这样的矛盾，如何能

比其他公司更早的把产品推向市场，是

每一个AI公司的CTO、技术负责人最

重要、最关心的事情。

这次参加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卫莎

网络一路从地区赛走到全国总决赛，最

后拿到成长企业组冠军，可谓收获颇

丰。赵维杰认为，参加大赛是一个开阔

视野、学习取经、助推成长的过程。“能

站上今天这个舞台的所有公司，都是国

内一流的创业企业，和大家站在一起同

场竞技，没有输赢，更多的是向每一位

选手学习。作为创始人，自身的提升很

重要。”赵维杰说。

创业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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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争粉

近日，根据《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航天技能大奖和航天技术能手评选表彰

办法》，航天宏华所属四川宏华零部件加

工中心镗铣班班长龚波获得集团公司

2020年航天技术能手。

说起龚波，这个把技术攻关当成乐

趣的普通一线技术工人，被同事们称为

“龚大师”。这是大家发自内心对他的认

可和敬重。

前不久，龚波的事迹，还被收录进了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的文集《筑梦苍

穹》，与来自其他兄弟单位的技能大师一

起，成为航天科工的大国工匠，成为航天

精神的代表。

从最基层的技术工人，成长为航天

宏华人的骄傲，大师的称号不是白来的，

靠的是绝对实力。

这些年，龚波获得了“四川省劳模”

“成都工匠”等称号，公司还专门用他的

名字成立了“龚波技能大师工作室”。

“衷心感谢集团公司对我的认可，感

谢公司领导与同事对我的关心和帮助。

这是我的事业，我必须为之全力以赴。

我坚信做好本职工作，尽我所能完成技

术攻关，解决生产难题，为公司创造更大

的效益，才能体现出我的价值。”这是龚

波的获奖感言，从中也能看出他成为技

能大师的原因。

一直以来，龚波都将技术攻关当成

有趣的事。2018 年，“龚波技能大师工

作室”成立，在龚波带领下，工作室解决

各种难题 32项，小改小革 31项，创造经

济效益近200万元，许多发明创新成果，

都得到了公司的肯定和表彰。

对龚波来说，把问题解决了获得的

成就感，是再多的荣耀和奖励都无法替

代的。这份妙不可言的乐趣，也是他执

着地磨练技术，没有白天黑夜地攻坚克

难的最大动力。

“机械加工不是我的工作，是我的事

业，是我矢志不渝的兴趣爱好，我相信在

广大加工制造同仁的共同努力下，航天

宏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将更加牢

固。”龚波说。

只要做事儿，就会遇到困难，如果想

把事儿做得更好一些，就必须有攻坚克

难、不放过问题的勇气和一份精益求精的

匠心。这一点航天宏华党委书记、董事长

金立亮也多次说，做好咱们航天宏华的事

儿，就得较真，各个环节都较真儿。

龚波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攻坚克难精

神的“匠人”。

2018年，页岩气开采市场抢占已白

热化，开采设备压裂泵的制造，各个企业

竞争异常激烈。航天宏华成立了“压裂

泵制造项目党员突击队”，龚波是突击队

员之一。

那段时间，龚波就差和机器睡在一

起了，常常忙得顾不上吃饭。身高有1.8
米的龚波，体重才 140 斤。少吃一顿饭

没什么，少睡一会儿也没啥，龚波和同事

们想得最多的是怎么把任务完成。

航天宏华的压裂泵在行业内一直处

在领跑地位。这背后都是龚波和研发、

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的同事们流下的

汗水。

这些年，龚波和他的团队还参与了

许多大项目。他完成了航天宏华与吉林

大学联合研制的万米钻机“地壳一号”核

心部件的加工。他参与制造完成了TI⁃
GER 项目一海上钻井包。还有一些项

目科技含量高、工期紧、技术难度大，他

和团队攻克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为

公司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匠心是一种态度，从事生产工作一

定要有工匠精神，爱岗敬业的职业精神

是根本、精益求精的品质精神是核心、协

作共进的团队精神是要义、追求卓越的

创新精神是灵魂。”龚波说。

时代的发展太快了，没有应势而变

的适应力、灵活性，也很难把事儿干成。

航天宏华在做好主业的同时，也需要全

力拓展相关多元化产业，这条路必须要

走，因为这是发展大势所趋，这是在检验

公司的适应力。

而新的业务领域，也在检验员工的

适应力，要知道，就算是龚波这样的老师

傅，也有可能成为新兵。想要跟上公司

转型升级的步伐，就得主动培养适应力，

不停学习。用好公司的学习平台，主动

参加岗位培训和学习，了解不同业务和

岗位职责，多向他人学，学会协作和沟

通，提升学习力。

“航天宏华的战略转型，对我和团队

最大的挑战是打破固有思维，适应全新

要求。转型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会很乐

观地对待每次一考验和挑战，因为我是

一名航天人，有挑战的地方就是我前进

的方向。”龚波说。

草根创业

创新风采

创业金句

▶ 本报记者 李辉

南昌阿布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米拉迪力：
不要等待机遇，要去创造机遇。一步一步走，脚踏实

地是硬道理。

南昌市流量经济孵化园联合创始人管奇备：
信念既是无力的，又是有力的。说它无力，乃是发挥

不出物理意义上的力；说它有力，乃是物理意义上力的推

动源头就是它。我要嘱咐所有人——做梦吧，不过要做

一个现实者的梦。

南昌林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始人郑毅龙：
“理须践行始觉真”。我们国家需要创业与创新者，

更需要崇尚“工匠精神”的坚守者，守正方能出奇，动静相

合相生才是和谐之道。

惠州领跑者实业有限公司创始人林素环：
创业是无止境的，需要不断去创新。没有创新，只去

守业，公司是无法存活的。

AI赋能，让创作简单又美好
——访上海卫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赵维杰

杨晖：“云”上链接小康路

龚波：把技术攻关当成乐趣

杨晖（左二）带领团队考察天水市麦积区五龙镇谢家咀村花椒种植情况

▶ 梅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