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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版

系列报道（一）

在校园启迪“龙腾”创新创业大赛中，一个
电动车辅助停车装置的设计格外吸引眼球，这个
装置利用立体堆叠停放二轮电动车，加以机械传
动设计，来实现省地省力地停放电动二轮车，巧
妙的设计荣获了此次大赛的一等奖。

负责这个设计的团队成员有朱柯烨、熊金
宝、莫家强、冯新杰、高枫，他们分别来自国
教、机械、电气三个不同的学院，却在机缘巧合
之下集结在一起，为了共同的目标不断追求进步。

起初，他们五人互不相识，因为参加了社团
活动而两两结识，交流互动多了让他们日渐熟
悉，彼此了解，于是决定组队参加比赛。他们每
个人都身怀特长，每个人也有着自己的梦想，为
了实现梦想而奋斗，也正因为志同道合，他们走
到了一起。

“一个团队最重要的是什么？”，他们一致回
答：“团队的交流讨论和协调沟通，彼此合作”。

交流能促进彼此的沟通
和了解，了解对方的思
路和想法，在出现问题
时积极地沟通，方能快
速解决问题，还能从中
学到对方的解答思路，
共同进步。刚开始确定
参赛方案时，冯新杰与
熊金宝就在制作摘水果
装置和电动车铺助停车

装置的方案选择中产生了意见分歧，双方都坚持
自己的想法，导致最终的研究方案迟迟未定。于
是他们决定队员集体开会商量讨论，一一分析各
自装置的利与弊、社会需求和社会实用价值，选
择最佳的参赛方案，最终他们选择了电动车辅助
停车装置。在设计研究过程中，每每遇到问题，
他们都会积极解决，把问题记录下来，然后团队
成员之间开会讨论，遇到在会上难以解决的问题
时他们还会寻求老师的意见，听取了老师的详细
分析后再共同商量解决。因此他们基本每周都会
开一次会，提出并解决所遇到的问题，总结一周
之内的所学所感所悟。也正因为有了良好的交流
和沟通，让他们很快地解决了出现的问题。

团队的成员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除了
加强沟通之外，各自发挥自己的特长也很重要。
冯新杰的信息接收能力较强，朱柯烨极富创新性
想法，莫家强擅长分析与将作品设计得更加自动

化，高枫动手能力强以及专业课基础知识扎实，
熊金宝擅长团队组织协调，他们各有不同，但都
具备积极向上、勤奋好学的心，也都有坚实的技
术基础，具有问鼎第一的实力和能力。

良好的沟通、各自发挥专长、相互学习、取
长补短、密切合作使得他们在参加比赛的过程中
突破了一个个技术上的难关，取得了良好的比赛
成果。

通过参加这次比赛也让他们加深了对“创
新”的理解，“能称之为创新的产品，一是要有价
值，这是非常实际的问题，一定是能赚钱的，能
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能给社会带来便利，能
创造社会价值的产品；二是要能在诸多产品中脱
颖而出成为佼佼者；三是能改变人们的价值观”。
此外，他们认为，创新不是盲目去创造产品，而
是要基于用户、社会的角度去考虑，要考虑到所
创作的产品是否有可推广性，是否违背社会道德
和法律。在这次的“龙腾”创新创业大赛中，作
品可推广性的优势是他们获得一等奖的一个重要
原因。

对于团队未来的发展，他们希望能学习更多
软件，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争取尽快把产
品制作出来并成功投入使用，做好第一代的产
品，后续逐渐完善改进。他们说以后还会多参加
比赛，积累更多的经验，拓宽人脉，努力拼搏出
属于自己的一番事业。

（大学生传媒中心 吕福才 黄世亮）

同一个学院，同一个年级，不同专业的一群
人因为一次大作业而聚集在一起，开始了他们的
合作，他们用画笔绘就梦想，将农房的墙面巧妙
地变成传承文明的艺术品，他们的艺术设计在校
园启迪“龙腾”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得二等奖及最
佳创意奖，他们就是农房立面墙体改造设计项目
团队。

农房立面墙体改造设计，其主旨是对美丽乡
村部分农房进行墙体美化，通过涂鸦、彩绘等手
段改善农房的面貌。在不毁坏原有墙体的前提
下，使用较少的花费，在墙面上进行艺术创作使
其达到化丑为美、由旧变新、由俗化为高雅的效
果，并以此来传播民族特色文化，将传承文化与
美化环境相结合。美化后的农房作为农村的新看
点，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乡村旅游文化，在建设
新农村，发展旅游业，为农村带来经济收益的同
时，也提高了村民与游客的文化素养。

比赛仅仅是个开始

负责人王强介绍，
本次“龙腾”创新创业
大赛分为初赛、预赛、
半决赛、决赛、总决赛
五个阶段，用时将近一
个半月。经过这一个多
月的考验，在老师的指
导 ， 以 及 团 队 的 努 力
下，农房立面墙体改造

设计能得以完善，并一步步走向更好。团队成员
之间的感情也有所增长，更加团结有爱。

为什么想要做这个项目？项目的灵感源自于
生活，王强说他们在大学生创业中心时便已经有
了这个想法，恰逢创新创业大赛，让他们将想法
变为了现实。而这个想法，则是源于柳州市提出
的“打造美丽乡村”，他认为对墙体的美化也是对
农村的美化，进行墙绘也为墙面赋予新生。

他们分工明确，高效运作。王强说，尽管比
赛重要，但也不会占用大家的上课时间，学生还
是应以学习为主，他们主要利用课余时间完成各
自的工作。分工前，大家会先进行一次大讨论，
再由负责人将工作分配给每个成员，完成各自的
工作后，最后总结到负责人处进行审核。

在这次合作中，他们看到了项目的市场竞争
力不足、管理不够好的问题。由于团队成员来自
不同的专业，不能定时完成任务，导致他们项目

不够完善，市场竞争力不足。也由于他们都是艺
术学院的学生，在团队管理方面没有相关的专业
知识，在管理上也有所欠缺。通过比赛他们看到
了问题的存在也看到了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次比
赛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开始。

把握现在 规划未来

对于团队的发展，王强说：“主要还是要先提
高知名度，积累资金，扩充团队成员，加强内部
管理”。

为了宣传团队，他们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法。线上团队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也有自己
的淘宝店铺。他们在微信上或是 QQ 等社交工具
上组织集赞送小礼品等活动，在淘宝店铺通过卖
工艺品来宣传自己的团队，这些工艺品都是自己
制作，比如，在石头或者木板上画画，这大大加
强了他们的宣传力度，同时增加了团队的资金来
源。

在资金方面，王强介绍，现在的资金一方面
来源于在淘宝上卖工艺品所得，一方面来源于与
大公司合作，接商业墙绘所得，还有一方面来源
于学校方面的资金支持。

对于团队未来的发展，王强说希望能够招收
新成员，壮大队伍，“招新方面主要还是招收有设
计想法的人和有管理才能的同学。”他们希望不断
壮大团队，在2020年建立自己的公司。

（大学生传媒中心 陈艳华 梁善林）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越来越多的
人参与到创新创业的浪潮中，在科大就有这样一
支团队，他们醉心于公益事业，热爱创客文化，
专心做创客文化教育与推广的项目，传播“创
客”文化之火，该项目在今年的校园启迪“龙
腾”创新创业大赛中荣获了三等奖。

“创新与创业不分家，以创新带动创业，大学
生站在时代的前沿，我们走创新创业这条道路是
正确的。”这是创客文化教育与推广项目负责人范
晓辉对于大学生创新创业的看法。

为什么选择做创客文化教育与推广这个项
目？他们最开始是针对柳州 301 所中小学，通过
开设创客讲堂进行创客文化教育。“一方面是结合
高校资源，服务高校所在地区的社会群体；另一
方面则是许多农民工子弟学校，缺乏类似的教
育，所以想结合高校资源对中小学生们进行创客
文化教育，让中小学生加深对创新创业的认识。”
这是他们做创客文化教育与推广项目的初衷。

创新创业教育大多从大学开始，在小学阶段
则是相对空白的，这就有了较大的市场空间，而
且目标群体广。追求创新，善于发现机遇的他们
开启了一段文化教育之旅。

创客文化教育与推广项目的核心业务主要
有四个方面：一是创建创客大讲堂；二是组建中

小学创客实验室；三是个性定
制针对性强的创新课堂；四是
承办中小学的学校科技节。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类文化
教育项目在柳州各类学校的推
广成效及力度，他们还进行了
实地考察，深入研究。

他们曾经接待中小学生参
观达3000人次，还参加了柳州
市两所学校的科技节，也曾在
这两所学校开展创客大讲堂。去年的 10月和今年
的 3 月份，他们也分别前往了柳州市湾塘小学和
柳州市第八中学。他们将大学生创新创业的作品
带到中小学校园，不仅得到学校的支持，也深受
学生们欢迎与喜爱，引发他们对的创客作品的浓
厚兴趣。

范晓辉说：“因为‘创客’一词在中小学中可
能没有提过，而也只有到了大学，他们才有机会
利用学校提供的设备进行发明创造，创客教育能
够把资源带入到中小学中，给他们创造实验室，
让他们可以享受创新的乐趣”。

他们希望能够将更多的作品展示出来，给中
小学生提供一个实践的平台，培养他们的创新意
识。

“我们学校拥有着丰富的创客资源，并且得到
了学校团委、工会、双创组织和广西团区委‘青
年义工社’项目中的支持。这是我们的优势所
在，但是我们的项目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比如
系统体系不够完善，创客平台受限制等。”团队负
责人对他们项目的运营的现状进行了分析，他
说，作为团队的领头人物，只有不忘初心，把创
客教育做得规范化，完整化，形成自己的一套完
整教育体系，才能把创客文化教育做得更好，才
能面对未来的重重挑战。

此外，他们也希望创客文化教育项目能够吸
引更多人加入，得到更多的支持与关注，将创新
创业的精神传承和发扬，将创客文化之火洒遍中
小学校园。（大学生传媒中心 蔡春燕 陈艳华）

“每一张证件照的我长得都不一样，丑得
各具特色”，不少人都在抱怨证件照难看，但在
校园启迪“龙腾”创新创业大赛上，有一群爱
美，善于发现美的年轻人正在努力拯救这一现
状，他们希望通过他们的创新设计能够给大家
带来完美的证件照，让对生活品质有一定追求
的青年群体，拥有一张美且不失真的证件照。

身份证、简历、工作证、驾照等等我们需要
用到各种证件，人们对于证件照的要求也越来
越高，因为证件照是一个人的门面，关系到他
人对自我的第一印象。项目组就是看到了这样
的市场需求，成功设计了“最美证件照”，并获
得了大赛二等奖和“最佳人气奖”。

与一般的证件照不一样的是“最美证件
照”打破传统消费者的摄影习惯，项目组设计
了一整套的证件照拍摄服务流程，通过精致的
妆面、周到的服务、专业的摄影和图像处理技
术，给用户拍出实用又符合个人期待的证件
照。在未来，这个项目也能够为需要就业的学
生提供实习就业的机会，为想要学习相关知识
的同学提供技术培训。

该项目成员分别是来自国际教育学院软
件G151班的周舟、艺术学院视觉传达151班的
王艺韬、国际教育学院机械G161班的翟越以及
国际教育学院软件G162班的王柳丫。

初见这个团队，便觉春风拂面，他们身上
洋溢着青春活力的气息；这个平时看似嘻嘻哈
哈的团队，工作起来又是另一番模样。团队负
责人周舟说：“我们团队就是玩要尽兴，工作要
认真”。

他们参加“龙腾”创新创业大赛是早有准
备的。他们在三月份开始筹备，一行人还到广
州做了市场调研，并获得了第一手数据。项目
组针对不同人群进行市场调研，通过调查数据
多次论证项目实施的可行性，并结合调查数据
研究项目实施所具备的人员、专业理论知识、
专业技能和设备，制定了最美证件照项目实施
方案并合理统筹项目组成员的工作任务，为项

目的开展打下了坚实基
础。他们自信地说：“我们
的优势之一是我们的准备
足够充分！”

比赛分为初审、半决
赛和决赛，通过初审和半
决赛的团队将有机会进行

“创客进化 1.0 特训营”、
“创客进化 2.0 特训营”的
专业辅导。在这些辅导中，
他们团队成员全部到位。
他们本身具有较为专业的
知识，例如团队负责人周
舟是，熟练掌握 C 语言，
HTML + css；翟 越 掌 握
Adobe Ps、AE、以 及 CAD
制图编辑软件；王艺韬有
图片制作软件 Ps 图像、AI
设计的专业基础，曾获得

“禁毒”海报设计一等奖；王柳丫则有市场营销
方面的知识储备。

有较为丰富的比赛和市场运作经验也是
他们的优势，“最美证件照”不只是为了参加

“龙腾”大赛而生，也不只是一纸商业策划，它
已经成为一个正在运营的商业项目，并且已经
有了一定的顾客量。他们一路披荆斩棘，杀进
决赛，又在决赛中脱颖而出获得二等奖和“最
佳人气”奖。他们荣获“最佳人气”奖不仅因为
项目本身符合年轻人的“味蕾”，还源于他们运
用了商业的营销手段，项目具有一定的商业
价值。

完成这些需要许多精力和体力，很多人会
说：“很累，很苦。”但在他们眼里，这是一个学
习和享受的过程。“迈出这步不仅需要敢想，还
得敢做，更要有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输的精神。”
他们的项目诠释了何为“创新”，他们的行动则
体现了“创客”精神。

（大学生传媒中心 梁倩男）

在科大，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的
学院不同的专业，却因为爱聚集在一起，他们
成立了“爱心驿站”。秉承“爱心接力源远流长，
浓情诚意携手同行”的服务宗旨，唱响“爱心驿
站，为爱启航”的口号，用心服务学生，用爱传
递温暖。他们默默地给山区的孩子和人民送去
衣物，给孤寡老人送去温暖……种种善举感动
了师生，并在校园启迪“龙腾”创新创业大赛中
荣获了三等奖。

“希望更多人参与到公益中”

爱心驿站的一些成员在参赛前就已经参
加了多项公益活动，他们去行知小学等地方小
学进行文艺汇演，给失火的地方送去衣物，去
养老院陪伴和照顾孤寡老人。这些经历让他们
收获满满，也让他们在比赛中更加底气十足。
他们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关注并加入爱心驿
站，参与到公益事业中献出自己的爱心，去帮
助需要帮助的人。

“当时参赛的时候希望能够得奖，是想提
高爱心驿站的知名度，号召更多人参与到我们
当中来。”爱心驿站的负责人说道。爱心驿站是
学生自发的一个公益组织，最初成立的目的是
想解决在校学生无用衣物弃之可惜的问题。由
于组织刚刚成立，目前在学校的知名度还不
高，至今还没有得到学校领导和老师的认可，
他们想通过参加这次比赛，让爱心驿站能够有
一个全新的发展机会。

听取意见 不断改进

然而在参赛的过程中他
们也遇到了许多困难。由于
是公益组，和其他的初创组
对比，没有太多的商业性质，
所以在制作商业计划书的时
候也遇到了瓶颈。比如对盈
利模式、市场竞争等方面的
内容，感到无从下手。在制作
ppt的时候不够美观，刚开始
时 ppt 的制作采用纯文字的
形式，难免让人产生视觉疲
劳等等。

但是为了能够在比赛中
得奖，在决赛的前一天，“爱

心驿站”邀请老师进行赛前辅导。团队导师针
对PPT的内容进行了悉心指导，并有针对性地
提出改进意见。他们听取了意见，特别是对PPT
的美化以及内容方面做了改进，从最初的杂乱
无章变得整洁美观，在决赛中得到评委老师们
的高度赞扬。从初赛到决赛，对“爱心驿站”来
说可谓是一场完美的蜕变。

团队合作是成功的关键

“我觉得这次能够获奖主要得益于我们良
好的团队合作。”从参赛到总决赛的一个多月
时间内，他们每个周六周日都要参加培训。他
们会对一些问题进行激烈的讨论，每个人都会
针对问题提出自己的想法，最后把想法汇集起
来，精益求精。“通过参加这次比赛，我懂得了
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一个人的力量真的很小，
有时候也许他不能给你提出建议，但是能带给
你灵感。”

通过参加这次比赛，他们也认识到了自身
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们需要形成一套完整有
序的管理系统，来更好地运营。只有通过更多
的历练，‘爱心驿站’才能成长起来，才能让更
多人关注我们，为社会公益付出自己的绵薄之
力。”团队负责人说道。如今的“爱心驿站”更明
确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它会越走越好，越走越
远，同时他们也希望能有更多人参与到当中
来，一起为公益做奉献。

（大学生传媒中心 包卓婷 蔡春燕）

齐心协力 攻坚克难

用画笔绘就梦想

奉献爱心 公益助人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浪
潮中，越来越多的科大学子勇立潮
头，开拓创新，他们积极参加各级各
类创新创业学科竞赛，在比赛中激发
创新思维，点燃创新激情，一个个别

出心裁的创新作品闪耀着思想的
光芒。本期校报将聚焦具有创
新精神的学子，分享每一个获
奖作品背后的故事。

编者按

点燃“创客”文化之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