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十年的青春格外多姿多彩
在国内读完本科后，朱雍斌

前往美国攻读硕士。由于他从
小就喜欢音乐，2010年他参加了
美国赛区“快乐男声”，并且获得
北美五强，湖南卫视特别邀请他
回国参加节目录制。毕业后，他
回到国内，在德同资本从事文化
传媒领域的风险投资工作。

2010年，选秀娱乐业在国内
掀起热潮，不少年轻人希望有平台
展示自己，于是2012年，朱雍斌推
出了一个长视频网站和名为“让我
秀”的App，供有才艺的用户上传
自己唱歌、跳舞、杂技等才艺小视
频。这个点子很快为他引来天使
轮投资300万元。App上线两周就
被苹果评为中国区娱乐App榜单
第二名；一年左右，网站赢得数十
万用户。不久，公司被音乐行业知
名公司收购，朱雍斌在27岁就赚
到了上百万元第一桶金。

因为工作需要，朱雍斌经常
出入一些高档场所，在此过程中
他又发现了一个商机，商户会给
贵宾一些特别的折扣，于是他制
作了一种高档场所消费会员卡，
将众多商户链接起来。拥有此
消费卡的人在这些商户消费，可
以拿到比市面更低的折扣，但会

员需向朱雍斌缴纳一定管理
费。当会员数发展到一百五十
多位，朱雍斌的销售额也达到千
万元。不过一位投资人提醒朱
雍斌：小众生意存在上限，只有
服务大多数人，甚至所有人，这
样的创业项目才能做出一番大
事业。于是，他果断选择退出。

第三次创业时，朱雍斌决定要
做创造更大价值、改变更多人的项
目。当时大小商场备受电商冲击，
很多时候商场的营业员比顾客还
多，他便设计了一个名叫“东拼西
购”的App，让营业员空闲时发布
促销和新品信息，邀白领选择购
物。这个创意不错的App，却遇上
资本寒冬。折戟的朱雍斌让投资
方全身而退，而赔上了自己挣来的
全部，蒙受了不少损失。

此时是2016年年中，距离朱
雍斌昔日“年少成功”仅仅是4年
时间的事。

做人们身边的迪士尼
2020年，集市这个城市久违

的民营经济形式，再度火热起来，
大小城市以各类主题集市为主
线，将“地摊经济”与“娱乐互动”
相结合，把夜市玩出新花样，解锁
更多无限可能。而四年前，朱雍
斌就锁定了集市创业的方向。

第三次创业磨砺，让了朱雍
斌深刻反思了自己。一段休憩思
考后，他平复心情，2016年10月
决定再出发。他再度观察商场的
变化，发现商场主要职能早就从
由原来以提供商品为主逐渐转变
为以娱乐及体验为主。这让朱雍
斌产生了打造“集市”的想法，想
在商业地产里聚集相关商户，向
商业地产和参与商户收费。

随着事业逐步发展，朱雍斌
决定不再仅仅做内容的聚合，他
把一半展位改做成各种各样的小
游戏，在2018年年中开始尝试新
模式。“我们发现，‘一半购物一半
玩’的集市中，游戏赚的钱，比集
市赚的钱多得多！”在不断试错
中，他逐渐确认大部分人来到集
市，主要目的在于“玩游戏”“体
验”和“亲子互动”。2019年1月
1日，朱雍斌把原来方向主打聚
合创业品牌营销的“年轻集势”
转变为主打购物中心、提供娱乐
内容的“一步娱乐”，主打移动娱
乐场。朱雍斌非常注重自己设
计和开发内容产品，建立了拥有
专利的游乐场。他在全球各地
寻找游戏产品，并实现轻量化、模
块化，娱乐化，进而申请专利带回
市场。而每个产品都有自主设计
的IP形象，例如夏日纳凉大会、古

风游乐场等等。曾借新天地湖
滨路活力街区一举创下日均人
流量达3万的好纪录。各方面的
精心设计让一步娱乐在2019年
飞速发展，商场客单价不小于30
万元。

2020年突如其来的一场疫
情，让城市嘉年华项目陷入停滞，
但朱雍斌并没有为此停止研发的
脚步，而是趁机进行模式梳理，开
发配套小程序，研发新游戏。“在
抗疫期间，我们的专利多了 20
个。”其间政府也给予了这家企业
不少关注，他们拿到一笔不小的
文创补贴，与此同时，他们成都子
公司也成立了，2020年6月业务
重启，他们陆续参与打造了BFC
枫泾夜市、南丰烟火小巷等项目
……不久，众多商业地产和城市
景区向他们发来邀约。

“后疫情时代，国人出不了国，
只能在国内游玩放松，为此很多景
区门票打折揽客，直接导致景区收
入降低，因此需要增强体验性娱乐
项目增加收入，景区从观赏经济向
体验经济转型之际，正是我们大展
身手之时。”朱雍斌高兴地介绍，
2020年下半年的业务量已经达到
2019年全年的九成。

一程山水一年华
“向所有平凡的英雄致敬！”
“我们还要继续奋斗，勇往

直前，创造更加灿烂的辉煌！”
寒冷的冬夜，聆听着2021年

走来的脚步声，朱雍斌仿佛看到了
自己和伙伴们一年来全力奋斗的
身影。这让他笑中带泪却又满怀
豪情，他知道自己将以更奋斗的姿
态风雨兼程、笃定前行。

创业是青年历练的好机会
本科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

工程学院工业工程专业毕业后，
戴时超前往美国德州大学奥斯丁
分校就读运筹学与工业工程专
业，主要在数据挖掘、建模领域深
耕。毕业后，他在上海仪电物联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市场销售
经理，多年间，积累了很多面向政
府和大企业的销售经验。

2018年初，作为一所年轻新
锐的高校，上海科技大学正致力
于孵化创业公司，曜科智能科技
（上海）有限公司作为上科大孵
化的企业之一成功创立。上海
的创业氛围十分浓厚，创业也是
对年轻人历练的难能可贵的好
机会，而戴时超多年所积累的个

人商务能力与公司的核心技术
也十分匹配，于是在2018年底，
他作为COO加入曜科智能科技，
成为初创团队中的一员。

助力提升城市治理效率
第一届进博会之际，曜科智

能科技与上海市公安局803刑侦
总队合作，在进博会安检处部署
了23套智慧安防系统。戴时超
与团队通过光场，利用多相机视
觉及人脸识别及后台比对技术，
可穿透遮挡物分辨人脸，多重拟
合出隐藏的目标，并实时定位可
疑人员，获得甲方的称赞和认可。

自此，他们继续在光场技术
领域深耕，并着手研发一套三维
视频融合的数字孪生系统平台，
尝试通过三维模型建模与监控

摄像头的叠加，以虚拟和真实的
视角还原园区及商业区的真实
面貌，用科技为城市管理赋能。

然而，目前数字孪生领域的
市场相对比较小众，在新兴领域
发力成为可尝试的一大路径。公
司与中国商飞合作了一个有关工
业化自动检测的课题，设计出一
款阵列相机，通过阵列LED捕捉
机身表面铆钉的状态，并通过自
动图像识别技术来判断两颗铆钉
的间距是否达标，铆钉自身的形
状是否符合标准。让戴时超自豪
的是，上海市测绘院的三维地图
与企业持有的视频融合技术相叠
加，所创造出的整个城市级三维
视觉融合的效果，让人印象深刻。

自“城市精细化管理”这一
概念被提及至今，上海一直在致
力于推进三级平台的建设。而
企业最大的困难在于，虽然技术
团队研发出的应用可直接助力
城市治理效率的提升，但企业更
需要能够与政府开展合作的强
大的商务能力，积极打通与政府
单位及各类街道合作的渠道。
目前戴时超与团队主要聚焦于
区级平台，早先打造的徐汇区城

运中心实战平台已顺利落地。
对他来说，参与2019“临港

杯”创青春上海青年创新创业大
赛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当时在
人工智能组赛道组，他们得到了
来自投资人——北京旷视科技
提供的诸多算法支持，并与企业
本身的三维融合平台相结合，使
数字孪生领域更加丰富。

市级竞赛荣获三等奖之后，
他们又代表上海市参加了2019

“航天科工杯”第六届中国青年创
新创业全国赛，荣获银奖的好成
绩。“数字孪生领域由于直接面向
企业与政府，项目周期很长，往往
1到2年才有项目。而且由于不
直接面向消费者，也不是那么‘显
山露水’。”戴时超深知，一路走
来，只有在挑战和困难中不断探
索，才能寻找发展机遇。他透露
说，目前，团队正在致力于拓展市
场的同时，也在进一步积累技术，
为日后的创新开发蓄力。

始终以客户的需求为导向
目前团队内有20位左右的全

职员工，大部分是来自上海科技大
学的学生。团队平均年龄在25岁

左右，比较年轻，属于技术导向的
高学历研发团队。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特邀上
海科技大学的首席科学家担任科
学顾问，每周为核心团队做技术辅
导，将相关领域最前沿的论文和研
究技术进行分享，同时，高校所培
养的学生也有机会直接到公司实
习，符合条件的可直接聘用。

另外，曜科智能科技的激励
机制比较灵活，考核制度也随着
每年的业务发展适时调整。对
于核心的七人团队，企业也有直
接持股的激励机制。同时，企业
的文化也是积极向上，奋进争
先，始终以客户的需求为导向，
以实现客户所需要的功能为先。

“打造城市级的三维视频融
合的平台”是团队未来的发展方
向。戴时超坚信，通过打造这样
的平台，可以结合各类公安、政
法单位的摄像机，实现大区域的
视频图分析，随即形成例如交通
灯引导、车辆跟踪定位、应急情
况的多方协调机制等功能。“目
前我们也已经在与相关单位具
体沟通中。”对于所深耕的事业，
他充满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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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才创创
做好当下事 成功必“清风自来”

与绝大多数创业者不同，戴时超自称是一名“佛系”创业者，他不着急融资，不贪快
上市，而是带领团队沉下心做好产品与运营，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

当年，不安于现状的他，毅然离开工作近8年的公司投身于创业的浪潮中，以COO
的身份加入曜科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负责开拓产品的销售市场。他坚信科技可
以改变生活，并助力城市精细化管理。 青年报记者 明玉君 实习生 朱雅文

用欢乐点亮城市夜空

戴时超

朱雍斌

岁末年初，一步娱乐的城市嘉年华业务犹如踩足了油门全速前进，众多城市和企业
发来邀约，让连续创业者朱雍斌既忙碌又开心，他相信咬牙守住初心的一步娱乐，会迎
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也会收获前所未有的成绩。 青年报记者 孙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