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爸爸们一马

壹周话题

2009年7月3日星期五

新A9
编辑/周科实习编辑/黄

赟欢美编/曾小舟校对/李辉

申请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的条件：
1.必须是中国境内注册的各类中小企业。

2. 其支持的项目应该符合国家产业技术政

策、有较高创新水平和较强市场竞争力、有较好

的潜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有望形成新兴产

业的高新技术企业，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

3. 企业已在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

法登记注册，具备企业法人资格。

4.企业职工人数原则上不超过500人，其中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比

例不低于30％。

5.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科技主管部门认定

的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项目的规模化生

产，条件可适当放宽。

6.企业每年用于高新技术产品研究开发

的经费不低于销售额的3％， 直接从事研究开

发的科技人员应占职工总数的10％以上。对于

已有主导产品并将逐步形成批量和已形成规模

化生产的企业，必须有良好的经营业绩。

6月高考热，7月志愿忙。“高考考学生，志

愿考家长”的老话又一次粉墨登场，无数个“90

后”的“爸爸们”想方设法动用一切人脉关系，

为的只不过是让孩子能上一所好的大学，日后

能找一份不错的工作，而“90后”的考生们，乐

得把这恼人的差使扔给父母考量，自己则早已

经“在毕业旅行的路上”。

是啊，时间总是过得如此迅雷不及掩耳盗

铃，像化学反应中的催化剂，将一代代人催化

成熟，当“90后”经历着高考的“成人礼”时，我

们已经开始在诸如“2009大学创业富豪榜”之

类的资产排行表中搜索着“80后”佼佼者的踪

影。我们甚至不能用“创业要趁早”来概括他们

的成功，他们已经“奔三”，伫立在“三十而立”

的门口，他们尚未“成家”，却早已打下了“立

业”的夯实基础，他们的同龄人中很多都已经

当上了爸爸。

想起一度火爆的电视剧《奋斗》，编剧石康

给“80后”的创业故事打上了他所定义的标签，

男主角陆涛的那句典型性语录“我还有个美国

爸爸？面就不用见了，让他把遗产直接打到我

卡上。”间接地把“80后”的个人奋斗史转嫁成

为“‘80后’的创业，赢在爸爸”，一时间，一个有

钱爸爸提供资金支持、一个干部爸爸疏通人脉

关系几乎成为了“富二代”们“赢在起跑线”上

的不二法门。更多没有“好爸爸”的“80后”则需

要面对毕业立马失业，没有过硬关系很难进入

好单位的尴尬，他们嫉妒得烧红了眼睛。整个

社会习惯性的视觉焦点都落在了“80后”的“背

景” 身上， 就好像最近炒得很火的29岁的“80

后”市长，网友们百般刁难和人肉搜索，只因为

不相信他出身普通人家。

知识成就资本,我们称之“知本”。我们选

择关注4位“80后”“千万富豪”和“百万富翁”，

他们用自己的故事使得“我是我自己的背景”

从忽悠变为现实，他们是“2009大学创业富豪

榜”中的湖湘力量，毕业于湖大、师大、中南大

学的戴跃锋、孙赛武、郭彦蕊、程立志如今都在

长沙继续着他们奋斗，听他们讲创业过程的辛

苦和艰难，荣耀与梦想，从他们身上可以发掘

出的共同点是：不靠爸爸，白手起家；不靠个

人，团队为大；不靠投机，知识力量。

但愿他们的成功能树立创业路上足够好

的公平榜样，狠狠地给诸如“富家子弟飙车案”

中沦陷的“富二代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并告诉所有怀着创业梦想的孩子们：放爸

爸们一马，靠自己，哪怕只是从摆个小地摊开

始。只有自己真切拼搏过，争取过，成功的快感

才会变得更真实更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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