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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心“引”青
成就创新创业福地

30 平方米的小公寓，如何拥有专属的健身
区？精准破解这一城市青年痛点，把这种大胆想
法变成现实的，是坐落于集美区软件园三期的一
家年轻企业——数智引力（厦门）运动科技有限
公司。

“90 后”青年创客林承瑜，正是数智引力的
创始人。2017 年，当多数海归同伴“落子”北上广
深等超一线城市时，林承瑜却前瞻性地相中了彼
时正在崛起的集美新城。澎湃的产业动能、商流
潮涌，以及强劲的人才聚势，让他毅然决然选择
投身集美。

“集美是厦门跨岛发展的先行区，汇聚着政
策优势、环境优势和产业优势等各方资源。”林承
瑜说，集美区政府历来重视优化营商环境，不断
创新企业服务，着力打造创新“沃土”、创业“热
土”、创客“乐土”。

这块“沃土”接住了这颗满腔抱负的“种子”。
2020 年，传统健身场所遭受疫情影响时，能不能
把“健身房”搬进家里的奇思，成了这位健身爱好
者新一轮创业赛道的“发端”。

“打造一台智能居家健身设备!”林承瑜和创
业伙伴们说干就干。从智能机身整体设计到内设
课程录制，甚至细致到机身的灰度选择，这个年
轻的团队经过多次商讨、打样、磨合才最终落定。

就这样，从第一台样机诞生，到旗舰版、青春
版诞生面世，从几个人的团队到现在百人规模，
短短三年时间，林承瑜带领“数智引力”首创智能
力量健身镜，推动了中国“互联网+健身”和“物
联网+健身”发展新模式走进市场，走向大众，收
获了一众粉丝。

为了实现产品不断迭代，林承瑜关注影响用
户体验的每一个细节，并要求在最快的时间里解
决。发展至今，公司已然成为“互联网+居家健
身”新模式下的翘楚。林承瑜还带领团队响应时
代潮流，在线上平台开设了公益直播课程，不定
期邀请健身达人直播展示健身课程，宣扬全民健
身理念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办公室成了林承瑜的家，家也是他的办公
室。为了专心在集美区大展手脚，林承瑜还举家
定居在了集美区的杏林湾畔。“集美区政府从‘用
户思维’出发，为企业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服务
和支持，让我们感觉到回国创业特别有归属感和
幸福感。”他说，特别是集美区为打造青年发展友

好型城区而实施的一系列举措，为企业的稳定发
展带来了诸多利好。

“数智引力”的创业团队由青年员工组成，通
过集美区重点推进的“青年就业友好工程”享受
到政策利好，企业顺利吸引和招聘大量优秀且稳
定性强的青年人才。“我们的员工也因为享有人
才公寓住房优惠、配套设施便利等居住环境因
素，而选择留在集美、安居集美，与企业共成长、
共发展。”林承瑜这样说道。

2023 年 8 月，在集美新城体验馆举行的青年
创客交流活动上，林承瑜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
的朋友。“在集美，创业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协同
作战，是一个大家一起实践和探索更大世界的过
程。”他说。

从“受益者”，到“奉献者”。2 个月后，在首届
集美青年社团嘉年华上，林承瑜还代表“数智引
力”，和集美区青年体育类社团签约共建，共同
搭建校企合作平台，为高校青年提供更多“集美
机会”。

如今，集美良好的营商环境正释放出“强磁
场”，让越来越多像林承瑜一样的青年创客近悦
远来。也是在 2017 年，福建国科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韦浩阳，选择将公司从外市迁至厦门
集美，只因“更优质的营商环境和更完善的金融
服务”。

近年来，集美区积极拓展“财政+金融”发展
路径，率先设立了厦门市首个区级产业引导基
金，打造厦门首个基金聚集区、区域金融服务“人
才驿站”——杏林湾基金聚集区。

充分发挥区产业引导基金作为“中国政府引
导基金 50 强”全国区县前三强的优势，集美区创
设了“TOP 金融赋能研究院”，帮助企业与金融
机构无缝对接，构建完备人才创业金融链。

集美区还推出集美人才“T 易贷”，推行区级
人才上市培养计划，助推辖区内金融机构与人才
企业深度对接，提供 20 亿元信贷规模破解人才
项目融资需求，促成国科科技等 25 个项目实现
近 7亿元股权融资。

悉心“育”青
全力赋能青年成才

在 2017 年同一个时间刻度上，当彼时的“林
承瑜和韦浩阳们”在集美区杏林湾路北侧的软件
园区摩拳擦掌时，杏林湾路南侧的华侨大学，王
浪正进入研究生第二年的学习生涯。

时间拉回现在。如今的王浪已经成长为厦门

国重新能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之一。他们
每日在新能源赛道狂飙突进，为我国工程机械设
备电动化、智能化进程按下加速键。

穿过集美区青年潮玩街区——万科云城，走
进华侨大学（集美）政产学研基地，就是王浪办公
研发的地方，和窗外激情碰撞的时尚潮流不同，
这里是脑力和科学创想的极限交锋。

“通俗一点讲，就是加速挖掘机、铲车、叉车
等工程机械的电动化研发。”王浪感触地说，他
们团队主要聚焦“整车控制大脑”，推动工程机
械由传统燃油向新能源过渡，长远实现智能化、
无人化。

王浪说，当前工程机械领域的电动化零部件
主要还是从电动汽车上移植来的，需要针对工程
机械的工况特性，研发专用零部件，“这也是我们
正在攻坚的”。

这个年轻的团队背后，是华侨大学机电及自
动化专业学院教授团队雄厚的技术研发支持，并
积极推动高校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团队
骨干力量也均毕业或就职于该学院。

早在研究生阶段，王浪就加入了团队，参与
新能源机型的项目研发设计。参加工作后，他更
是全身心投入，将儿时倒腾机械的爱好变成了施
展抱负的职业。

成长、成才，王浪是在集美“沃土”本土培育、
脱颖而出的又一“生力军”代表。百年学村蜚声海
内外，集美区坐拥 16 所高校科研院所，汇集 16 万
高校学子。赋能青年成长成才，集美区为青年学
子施展才干提供了优渥的成长“土壤”，持续健全

“引育融留”青年服务体系，推进产城学人融合。
由集美区政府与华侨大学在 2021 年共建打

造的华侨大学（集美）政产学研基地，正是生动实
践之一。基地发挥毗邻高校和集美文教核心区的
区位优势，不断供给高校的科技成果和优秀人
才，集中优势力量培育新型研发机构。

国重新能是第二批入驻基地的团队。王浪
说：“基地对我们团队的发展帮助很大，给了我一
个发挥特长、施展抱负的机会，提升了团队核心
竞争力，给集美青年学子搭建了一个成长筑梦的
平台。”

截至目前，华侨大学（集美）政产学研基地已
累计入驻 24 支团队，累计孵化和迁入公司 60 余
家，企业产值超 1.5 亿元，围绕“科技成果转化、社
会经济效益、科技创新能力、人才培养、产业对接
活动”五个维度推进产教融合发展，初步形成区
域发展人才集聚效应，校地合作成效显著提升。

“机电及自动化专业是无法脱离实践的，技术

迭代升级太快，光学习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是完全
不够用的。”就像当年团队接纳研究生王浪一样。
如今，王浪和伙伴们也积极链接资源，和华侨大学
机电及自动化专业学院课题研发团队紧密配合，
并为学弟学妹们提供更多实践、实习的机会。

放眼集美全区，近年来引才育才动作频频。
如深入实施“聚贤集美”人才政策，给予青年人才
创业启动资金、贴息贷款、场地补贴等配套扶持。
同时，打造“集智汇美 梦想启航”引才品牌，开设

“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区线上校招专区”，举办“青
睐集美 走进名企”活动 40 场，累计吸引 1887 家

（次）企业参与，提供岗位近 4 万个（次）。“产业优
才 携手未来”重点产业企业带岗直播、“TOP.Y”
青年人才高校行、“金蓝领人才培养工程”、“21
天融入计划”等项目活动备受青年人才欢迎。

集美区还修订出台《集美区企业青年人才生
活补助办法》，进一步提升对企业腰部人才的吸
引力。

真情“融”青
助推台青大有可为

同样在 2017 年，台青赖淑珍被大陆日新月
异的发展所吸引，跨海登“鹭”。由于本科学的是
计算机编程专业，原本她的目的地是深圳，但厦
门与台湾相近的人文气息、生活方式和语言习
惯，一下子就打动了她，就此落脚。

“阿嬷对我讲，往海的那边去，有座城隍庙，我
的根在那里……”这是赖淑珍写给集美区后溪镇
城内村的“村歌”《城内之歌》，每每唱起，她总是饱
含深情。歌中唱的城隍庙，正是集美霞城城隍庙，
也是台北霞海城隍庙的祖庙。两座隔海相望的城
隍庙，也呼应着赖淑珍与集美的不解之缘。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以及配套措施逐
步落地，赖淑珍决定积极响应政策，投身集美区
的乡村振兴大舞台，并与合伙人创办了厦门青青
之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谈及初衷，赖淑珍说：“起名‘青青之约’，寓
意是两岸青年一起去赴乡村振兴之约。”她希望
为两岸大学生搭建合作平台，通过制作新媒体产
品的方式，宣传美丽乡村，帮助乡村“出道”，助力
乡村振兴。

他们将镜头对准历史悠久的城内村，展现朴
实“村风”，挖掘深厚“村史”，发现美味“村食”，谱
写动听“村歌”……运用各种新媒体形式，多角度
打造集美乡村振兴新名片。

来自台南的青年吴炳璋是赖淑珍的合伙人。

2018 年登“鹭”，2020 年加入集美聚融壹家台湾
青年双创基地，如今已经是黑猫两岸青年文旅基
地的执行长，吴炳璋和众多台青一样，在集美区
成长逐梦，施展抱负。他说：“我们希望以城内村
为基地，以实操项目联结两岸青年，为他们搭建
梦想舞台，同时引入台湾社区建设经验，更好服
务当地村民，也为城内村带来新的商机和活力。”

这几年，城内村的变化处处可感。村里打造
了复古的供销社、酒铺、药铺、黑猫树屋、婚庆体
验馆，越来越多的台青进村开起了客栈、农家餐
厅、民宿、奶茶店，各类产业越办越红火。

黑猫两岸青年文旅基地也有 20 多个项目入
驻。基地充分发挥青年力量，在文旅文创、新媒
体、空间改造等多点发力，汇聚两岸年轻人和高
校师生，成立青青之约两岸大学生志愿队，发起

“村 Young 计划”，办起“村浪市集”……“这里是
我的第二故乡，我们希望用自己的力量让它越来
越好。”吴炳璋说。

集美对台青利好政策出台，也让吴炳璋在这
片创业热土上扎根更深。作为两个国家级台商投
资区所在地，集美区拥有丰富的涉台资源，聚集
台企 1000 余家，台青创团队 500 余支。《集美区建
设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区行动方案（2022—2025）》
中，专设了“台青聚融友好工程”。

“集美区‘台青聚融友好工程’对台青在人才
公寓、租房补贴、创业启动扶持资金、经营场所补
贴等政策上给予了大力支持，让我干事创业动能
满满，干劲十足。”吴炳璋说道。

如今的赖淑珍和吴炳璋，已不再只是在集美
创业的台青，他们更是两岸融合发展的参与者和

“摆渡人”，推动两岸更多青年共同加入集美乡村
振兴的行列中，并在交流合作中促进两岸青年心
灵契合。

以两岸青年人才需求为导向，依托优美的
宜居环境和深厚的人文底蕴，集美区努力为两
岸青年营造干事创业、安居乐业的“理想之城”，
如开办国企托育中心，开展教育高质量发展行
动，发力新就业青年居住保障，丰富青年文娱生
活场景等。

集美区还开发上线了“青春集美”数字平台，
全方位构建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就业生活、娱乐
交友一体化的公共服务平台，探索一站式服务青
年发展的新模式。

集美，这座底蕴深厚的人文之城，正搭载着
“全国青年发展型县域试点”的高速列车，释放澎
湃青春动力，更显朝气蓬勃。

本版图片由集美团区委提供

核心提示
青年聚，城市兴。在厦门市集美区——这个常住人口109.1万的行政区，十年人口增长量在福建省县区排名第一，青年人口占比更是超过45%，年轻化的人口结构为城市高质量

发展带来强劲的原动力。
为奋力实现青年与城市的双向奔赴，近年来，集美区在团省委、团市委的指导支持下，以“全国青年发展型县域试点”为抓手，实施青年创业、就业、生活、学村学子、台青聚融、青

年成长等“六大青年友好工程”18项计划，着力构筑“引、育、融、留”的青年服务体系，全力打造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区，给广大青年提供更多更实的“集美机会”，与青年的全周期成长
成才同频共振，“青年友好”已然是集美区的鲜明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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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享悦动智享悦动””集美青年社团训练营集美青年社团训练营

集美新城集美新城

青年创客林承瑜介绍产品青年创客林承瑜介绍产品——智能健身镜智能健身镜。。

集美区举办青年人才之夜集美区举办青年人才之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