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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草根创业者一个创业空间，与
他们共同成长，就是我创业的初衷。”
近日，2021十大重庆科技创新人物评
选正在火热进行中，记者在采访候选
人之一的翼空间（重庆）创业孵化器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曾召军时，他说，

“在公司成立的七年时间里，我见证了
许多小微科技企业的兴衰，不论成功
与否，都能让他们在这之中有所沉淀、
有所收获，这就是做企业孵化器的魅
力。”

企业孵化器又称高新技术创业服
务中心，通过为新创办的科技型中小
企业提供物理空间和基础设施，提供
一系列的企业服务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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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自动化专业毕业的曾召
军在北京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创业——
通过研究新的编码规则，打破了BP机
改频入网的门槛。他曾一度垄断了北
京三分之一的BP机市场。

2014年，曾召军回到重庆，再次
开启他的创业之路。这次，他成立了
翼空间（重庆）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在机缘巧合下，曾召军接手了朋
友一处800平方米的闲置物业，将其
改造成办公场地，取名为漫调 e空
间。这种配套企业服务的共享办公空
间受到了很多初创企业和小微企业的
欢迎，很快，第一个场地就入驻满员。

曾召军开始找寻下一个合适的
场地，就这样，场地从一个到两个、两
个到三个……目前已发展到10个场
地，入驻企业 1000 多家，服务企业
6000多家，办公园区已覆盖重庆主
城区的核心商圈，漫调e空间成为了

重庆本地知名的连锁众创空间，获得
重庆市创业孵化基地、市科技孵化
器、重庆市众创空间、国家备案众创
空间、2020年“中国百家特色载体”
称号和2020年中国科技创业孵化贡
献奖。

其间，曾召军也在创业孵化的路
上不断完善自身，获得了国家创新创
业孵化人才高级从业资格证书，被聘
请为重庆市青创空间创业导师，在重
庆多家大学担任创业导师，并入选为
2020年年度重庆英才计划·创业领军
人才（科技领域）。

“草根创业一无背景、二无资本，
所以只能在技术上做出突破。”曾召军
认为，科技与创新是不可分割的，其中
一定得有属于自己独到的地方，并一
直坚持，才能越走越远。

“与同类企业相比，我们不仅为科
技企业服务，还自己创造科技。”曾召
军说，“我们的优势在于开发及运用更
深层次的技术、系统、软件等，所以一
直需要技术投入。”

而技术则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
面是管理技术，另一个层面则是服务
技术。对于管理技术，曾召军通过积
累小微企业各种维度的数据，进行统
计、分析、建模，去驱动小微企业的发
展；对于服务技术，曾召军帮助小微企
业进行技术输出、成果转化，并为其判
定该技术是否有市场前景。

如今，曾召军已经带领漫调e空
间走过了第一个五年，对他而言，第一
个五年是初创期，也是“模仿复制期”，
虽然企业发展尚且可观，但绝不能止
步于此。第二个五年，曾召军将着力
于科技突破，强化行业发展的前瞻性，
在自己的领域上有所建树。

曾召军：

为小微科技企业
打造全方位创业空间

重庆科技报记者 张涵韵

曾召军与渝北区科技局相关人士进行交流（右二）。 受访者供图

“别慌，你将手机凑近点，让我看看
老人的腿。”7月21日下午3点多，透过
屏幕，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120指挥中
心主治医师刘恋清楚地看到躺在地上
表情痛苦的老人，其身后是轻轨站台
阶。

“老人在下台阶时不小心摔倒，我
们赶紧拨打了120。”轻轨工作人员大
致说了情况。

“我怀疑老人有骨折，千万不要搬
动他，急救人员马上就到。”凭着丰富的
经验，刘恋迅速做出判断，并紧急通知
救护车到现场急救。

有了刘恋的提前“介入”，医生提前
了解到伤员的情况，也为院前急救节省
了时间。

这让刘恋很感慨：“要是放在多年
前，这是很难想象的事情，如今的院前
急救越来越智慧，让我们的抢救更快、
更精准。”

急救打 120，是很多人的第一反
应。1988年，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成
立，首次对外启用电话呼叫报警；1997
年，全市九区十二县正式开通统一的
120专用医疗急救电话。

“120保障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我们要做的正是与死神赛跑。”刘恋今
年39岁，于2006年加入120指挥中心。

以前的院前急救可不像现在这样
有“智慧”。刘恋说，如今，市急救医疗
中心对120指挥调度系统进行数字化
升级，加入电子地图、卫星定位等功能，
随后又建设120智慧调度云平台主平
台。今年6月，重庆市智慧急救指挥调
度中心在市急救医疗中心投用，也是刘
恋如今的工作地点。

记者在调度中心看到，这是一个集
高速计算分析调度系统、有线与无线综
合通信系统、大数据存储与处理系统、卫
星及移动网络综合定位系统等为一体的
指挥中心，全市783家医疗机构、1178辆
救护车都接入这里进行统一管理。

“每一辆救护车的运行情况，我们

这里都能看到。”刘恋指着屏幕告诉记
者。

在中心大屏幕上，显示的正是大足
区人民医院一辆救护车抵达抢救现场
的情景，医护人员将一名昏迷老人抬上
了车，正在做相关处理。

对于说不清地址的求助，刘恋还可
以发短信至对方手机上，点下短信链
接，指挥中心就能看到其所在的位置。

从派出救护车到抵达现场，仍需要
一段时间，如何利用这一空窗期？

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重庆急视飞
救科技研发了急视救App，实现了视
频呼叫、一键定位、视频指导等功能，使
急救各环节更加精准、高效。

刘恋还记得，急视救App第一次
运用于院前急救是在2018年8月，当
时G65包茂高速渝湘段出城方向发生
一起化危品车与小轿车的追尾事故。
事故中，小车内有两人被困，一人被卡
于副驾驶，一人被卡于车后排处，如不
能及时采取有效救治措施，可能造成不
可预知的结果。

接到报警后，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
马上联系上去处理现场的高速执法人
员，通过急视救App，执法人员将伤者
视频传回医院，急救医生给予了急救指
导。由于提前了解了病情，相关专业医
生在急诊室提前做好了接诊准备，两名
伤员到达医院后10分钟内，医生就完
成了床旁B超检查，并对伤员的伤势有
了初步掌握，X片、CT等结果也很快得
到确认。

“如果遇到聋人、盲人群体，急视救
App还能一键报警，弥补了传统120
电话报警的缺陷。”刘恋说。

截至目前，急视救App已完成有
效接警2800余次，视频指导救援510
余起。

当天晚上8点，在值守12小时后，
刘恋才下班。“治病救人是医生的职责，
这一点从未改变，我希望院前急救能更
智慧，守护更多人的健康。”刘恋说。

刘恋：

让院前急救
守护更多人的健康

重庆日报记者 李珩

刘
恋
在
工
作
中
。

重
庆
日
报
记
者

李
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