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宁波各级共青
团参与建设的青创农
场有67家，投入资金
2.7 亿元，种植面积
1.7 万多亩，已吸引
1537名青年返乡创
业，安排农业就业青
年2100余人。去年，
该市各级青创农场年
销售额达到 3.9 亿
元，资产总额达到
2.4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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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碧水

在浙江省慈溪市坎墩街

道，有一个大学生农业众创园。

这个占地1200亩的众创

园，由政府提供农业配套设施，

大学生拎包即“住”，目前入驻

了7家大学生农场。7位农场

主均是80后。

“农场面积都不大，大多在

50亩左右。”坎墩街道办事处主

任张怡洲说，目标是打造小而

美、小而特、小而精的特色园，

形成“一园一品、万紫千红”的

美丽田园。

大学生“领舞”都市
现代农业

徐特佳放弃了原来的电脑

销售工作，创办了慈溪市瑞林

果蔬农场，克服当地冬季低温、

土壤微盐碱等困难，引入南方

热带水果火龙果试种，经多次

不间断地筛选品比，火龙果当

年投产见效，销售价格达到每

公斤50元~70元，创造了亩产

值高达七八万元的业绩。如今

已向周边农户供应种苗10万

株以上，在全市推广种植面积

超过千亩。

陈速超和王雪维是一对夫

妻，钟爱多彩月季的他们创办

了慈溪市半岛花卉农场，看到

进口月季品种属于家庭园艺

中的观赏月季，但其栽培在国

内尚处于起步阶段，夫妻俩找

准市场空档，引进500余种进

口高档月季。去年一年销售

花卉3万余盆，销售额超过100

万元。

产业化、景区化、生态化

“三位一体”的大学生创业园成

了宁波市“青创农场”的特色样

板，而园区优越的地理区位，也

使这些大学生创办的农场成了

慈溪城郊的都市菜园、市民休

闲园和城市后花园。

“配上当季的水果、花卉，

农场舒适的环境和田园风光，

青创农场成了市民节假日出行

的一个重要选择，也实现了农

场集休闲、娱乐、观光为一体的

园区定位。”团慈溪市委书记夏

赟说，鼓励大学生农场主创业

创新，就是要改变传统农业只

注重土地本身生产能力的单一

经营模式，传统农业向高效农

业转型。

如今，这一青创农场不仅

成了慈溪青年创业的孵化基

地，“家燕归巢”大学生实践、青

农创客的交流、少先队新农体

验等也都在这里进行。

农民成了一种新型
职业选择

90后汪琰斌如今的身份是

宁波市鄞州姜山归本水稻农场

负责人，年仅26岁的他，经营

的农场总面积今年已达到

3400亩，实现了农业规模化生

产、全程机械化作业。

在汪琰斌看来，农民成了

一种新型的职业选择。他说，

农业是绿色的行业，需要年轻

血液的加入。他希望自己的选

择能影响更多的同龄人，回归

土地，到农村落地生根。

80后姚春梅大学毕业后，

没像大多数毕业生那样四处参

加“人才招聘会”，而是回到了

农村老家——鄞州区鄞江镇蓉

峰村，在父母的强烈反对声中，

创办了宁波市鄞州国良果蔬专

业合作社。在她看来，政府对

大学生农业创业给予了大力支

持，年轻人当农民潜力大，“现

代农业需要有知识、懂技术、会

营销的新型农民去经营”。

说服父母后，姚春梅租下

了 110 亩土地，栽下樱桃、杨

梅、枇杷、桃等，经营起了“百果

园”。她也成为当时鄞州最年

轻的林业种植大户。

不仅如此，姚春梅的举动

还带动了周边农户，目前，她的

合作社已吸收了61户农户，还

有76户的非成员农户。

团宁波市委书记钱雪华表

示，在越来越多的青年农创客

示范带动下，宁波一批批有

理想、有知识又有一定专业

技能的年轻人加入“青创农

场”中，乡村农场规模不断扩

大、经营不断规范，也引领着

越来越多的村民走上了共同致

富的道路。

据统计，目前，宁波各级共

青团参与建设的青创农场就有

67家，投入资金2.7亿元，种植

面积1.7万多亩，已吸引1537名

青年返乡创业，安排农业就业青

年2100余人。去年，全市各级

青创农场年销售额达到3.9亿

元，资产总额达到2.48亿元。

“青创农场”吸引青年
扎根乡村

品尝着现磨咖啡、有机绿

茶、创意糕点，年轻的农创客聊

聊项目、梦想，在这里分享创

意，交流思想，寻找伙伴。这已

是位于宁波市奉化区尚田镇

“尚田+青农创客空间”的平常

一景。

这是团奉化区委服务农村

创业青年的一个公益性交流平

台。负责人赵洁表示，自2016

年成立至今，“尚田+青农创客

空间”组织特色乡村创意活动

32场。目前登记在册的青年创

客有109名，均来自尚田镇的

各村。

“对接创业资源、搭建创业

平台”，“尚田+青农创客空间”

帮助年轻的农创客“全区域、全

产业、全对象、全服务”孵化农

村创业典型项目，协助农家乐、

特色乡村转型升级，不少返乡

创业青年因此走上“文农旅”的

多产业融合，在尚田还形成了

草莓、鳗笋、火龙果、水蜜桃、蓝

莓、猕猴桃等十大基地。“青农

创客空间”成了尚田农村经济

发展的“加速器”。

同样，位于鄞州区沧海农

博园的宁波市（鄞州）青创农场

目前有7个青年创业团队入住，

成为宁波青年农业创业的一个

孵化基地。在这个拥有成果展

示、服务对接、人才培育、交流

合作等的功能性平台上，团组

织从团队孵化、品牌展示、产品

销售、综合培训、实践体验、仓

储物流给青年以服务。

他们建立了集传统农种

（养）殖、农事体验、农耕文化体

验等为一体“田园综合体”。团

宁波市委从专业角度引入创业

管理公司，采用“酒店式管理+

学院制孵化+项目化运作”管理

模式，为入驻青年和企业提供

从项目、技术到资金的全方位

服务。

钱雪华说，希望通过资源

整合，吸引、培育、孵化优秀的

青年农业人才、青年农业创业

产品品牌和青年农业项目，让

越来越多的青年愿意扎根农

村，让“青创农场”成为青年在

乡村振兴一线干事创业、施展

才华的大舞台。

青年回乡办农场“火”了乡村

□ 吴齐强 孙 超

搞农家乐，开发红叶观赏

游；建村级网站，创建茶农合作

社。江西省婺源县长溪村村委

会主任戴向阳带领村民，把家

乡的好生态变成了好生意。

不仅自己种梨致富，还给

村民们发放梨苗、传授技术，成

立“乡村大学生创新创业协

会”——乐平市众埠镇莲塘村

换届，魏秋香高票当选村党支

部书记。

这些年轻的村两委干部、

乡村致富带头人、创新创业达

人，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江

西“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毕

业生。

2005年，戴向阳从外地回

村，拉网线、购买摄影器材，将

家乡的美景传播到互联网上，

受到不少关注。“但如何依托家

乡资源带动村民致富，我感到

很迷茫，也为自己文化水平不

高而苦恼。”戴向阳说。

江西“一村一名大学生”工

程就这样应运而生。为培养一

批真正懂农业、爱农村、爱农

民，能够扎根农村的本土人才，

2012年开始，江西农业大学和

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在全省范围

内招收农村学生，农村新型经

营主体、专业技术人员、村两委

干部、农村优秀青年等7类人

员都可以参加选拔考试。戴向

阳成为首批学员。

“一村一名大学生”大专学

制两年，本科学制三年；可选科

目多，无需脱产，不误农时；毕

业时可获颁国家承认的成人高

等教育毕业证书；学费全部由

财政和学校承担，学员不用花

一分钱，吸引了大批农村青年

报名申请。

“招谁来”好定，“教什么”

是难题。江西农大为学员“量

身定制”11套辅助教材，录制

20门课程录像，选派20名专

家教授“送教下乡”。江西电大

聘请具有丰富农业农村经验的

专家学者担任客座教授，建立

教学质量评价系统。在几年的

摸索实践中，教学课程不断优

化，已初步建成与学员特点相

适应的教学体系。

“老师教的东西很实用，

每个月组织考试。同学都是

各村的能人，从他们身上也学

到很多。”戴向阳还把老师和

同学们请到村里，给村里的产

业发展提意见，把村里经营农

家乐的村民带出去学习，提升

经营品位。当选村主任后，

戴向阳的管理工作多了起

来，从宅基地政策到矛盾纠

纷处理，电大的涉农法律课

程让他心里更有底。“听说最

近新一批本科班又开始报名

了，我们拿到专科证的还能接

着学。”

五年多来，“一村一名大学

生”工程共培养大学生4万余

名，为贫困县培养1.3万名农

村实用型人才。江西农大累计

培养学员1.2万余人，其中创

业人员 5121 人，致富带头人

4511人，40%以上学员成为村

两委干部。

本报讯 2018前海粤港

澳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日前在

深圳启动。今年赛制将在原

有专业评审的基础上，着重考

察项目的市场属性、可持续性

等因素。

本次大赛以“谁能撬动未

来”为主题，旨在对创业发展

方向做前瞻性引导。赛事由

启动仪式、报名与筛选、初赛、

特训营、创客集市、半决赛、决

赛、公示和尽职调查、颁奖典

礼等环节组成，分为企业成长

组和初创团队组两个组别。

参赛项目涵盖文化类、娱乐

类、生活服务类、科技创新类

等。大赛分设广东、香港、澳

门3个区域赛区及香港青年协

会“汇丰青年创业大奖”、香港

青年联会文化创意大赛、香港

青年议会“创业型人”青年创

业大赛等多个合作赛事。

大赛还配套了一系列的

支持措施，包括创业导师将对

晋级半决赛的团队进行一对

一辅导，30家投资机构为参赛

项目提供融资服务，获奖项目

或优秀参赛项目优先入驻前

海深港青年梦工场或招商启

航孵化器，大赛总决赛金、银、

铜奖获奖团队在全国范围内

优先入驻中国青年创业社区，

香港青年协会赛马会社会创

新中心将为优胜队伍提供免

租共享空间一年等。

大赛由前海管理局联合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深圳市

科技创新委员会以及香港、

澳门中联办青年部等单位共

同举办。 （周 科）

本报讯 天津近日发布

《2018年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

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本着

诚实守信、自愿申请、公平公

开、专款专用的原则，为困难

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发放求职

创业补贴，标准为每人 3000

元，不得重复申领。

根据通知，求职创业补贴

发放对象为在毕业年度内天

津市普通高等院校中有就业

创业意愿、积极求职并符合下

列条件之一的全日制普通高

等学校毕业生：享受城乡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毕业生；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毕业生；

持证残疾毕业生；贫困残疾人

家庭的毕业生；在校期间获得

国家助学贷款的天津市普通

高等院校或天津市生源离校

未就业毕业生（不含生源地信

用助学贷款毕业生）；零就业

家庭、单亲家庭、父母患有重

大疾病家庭天津市生源离校

未就业毕业生。

通知明确表示，各高校、

各单位要明确告知申请人认

真如实填报申请材料，因材料

不全或信息有误导致未申领

的，后果由申请人自己负责。

对经查实虚报冒领求职创业

补贴的毕业生，须退回补贴资

金并由高校将不良诚信记录

记入本人档案。（周润健）

“一村一名大学生”助力乡村振兴
江西五年培养4万多名青年能人

天津困难高校毕业生可享求职创业补贴

2018前海粤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启动

创客一线

海峡两岸青年创业特训班海峡两岸青年创业特训班在厦门开营在厦门开营
6月4日，第三期海峡两岸青年创业特训班在厦门开营。本期特训班有100名两岸创业

青年参加，聚焦文化创意产业及“大文创+”相关领域，精心设计了导师授课、素质拓展、融资

对接、政策讲解、高峰论坛等多个环节。 王东明 摄

□ 袁慧晶 邬慧颖

高质量发展时代，人才成

为战略性资源。江西省谋而后

动，瞄准新兴产业、支柱产业、

重点产业及传统优势产业，加

大招才引智力度，让人才安居

乐业。随着政策、环境、服务的

不断完善，一些优秀人才开始

从一线沿海城市“逆流”入赣，

并发挥聚集作用形成人才链。

用真金白银吸引人才

两院院士、长江学者、国家

杰出青年等国家级高层次人才

是各地争夺的重点。过去，这些

人才往往被一线沿海城市“垄

断”，如今“逆流者”越来越多。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

者、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熊仁根

就是其中一位。作为国内乃至

国际分子铁电领域的知名科学

家，熊仁根今年带着团队从南

京来到了南昌。

“南昌大学给出的科研经

费几乎是其他地方的三倍，已

达‘亿元级’。”熊仁根说，江西

在某些特色领域的招才力度已

向一线发达地区看齐，甚至有

所超越。

去年1月，江西省委制定出

台了《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

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其中提

到“对顶尖人才和团队的引进，

实行‘特事特办、一人一策’”。

同年底，江西人才“千人计划”

启动，预计五年投入20亿元，

面向省外和国（境）外引进千名

左右“高精尖缺”优秀高层次人

才和100个左右高层次创新

创业团队。

“围绕特色产业布局，是江

西人才新政的一大特点。”上饶

市副市长王万征举例说，上饶

正发展大数据产业，其引才重

点就放在数字存储、数据金融、

呼叫服务外包、电子商务等产

业方向。

“以前凭情怀揽人才，如今

也开始下血本。”赣州市委人才

办主任郭书珑说，对带项目到

赣州创业的人才，赣州最高给

予2000万元的无偿资助、600

万元的特殊津贴，同时享受税

收返奖、人才住房、家属安置等

优惠支持。

让鸿鹄燕雀皆能展翅翱翔

人才工作要突破瓶颈，引

进是前提、留住是关键。熊仁

根坦言，对于高层次人才而言，

已经拥有了一流的技术，更看

中的是工作的环境氛围。

“我能自主地选择团队成

员，而不用受荣誉‘帽子’的限

制，还能根据他们的贡献给予

相应的奖励。”熊仁根说，南昌

大学从用人制度到奖励制度赋

予我充分的自主权，有利于团

队稳定和成长，目前团队已有

30多名成员。

截至目前，江西已建有院

士工作站161家，采取院企、校

企合作等方式柔性引进150名

院士和1100多名顶尖专家；建

有博士后工作站、博士后创新

实践基地209家，累计招收博士

后研究人员146人。

有了能当“牛鼻子”的将

才，还需要冲锋陷阵的士兵，强

有力的“人才赣军”才算完整。

据了解，江西各地在吸引

基础性人才上也愿意下“本

钱”：赣州计划用五年时间筹集

建设10万套人才住房，原则上

每套80平方米~180平方米，大

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才“5折

租、8折购”；上饶在创业引导基

金中设立成长型大学生创业子

基金，专门用于扶持大学生大

数据创业企业发展；鹰潭为大

学生提供免费创业培训，发放

3078.6万元创业担保贷款，扶

持211名大学生创新创业……

“我们正打造数字呼叫产

业城，滴滴打车、国美金控、熊

猫直播等平台的呼叫外包总部

已落户或达成意向，预计未来

上饶将聚集3万~5万 IT领域

的基础性人才，大多为85后。”

王万征认为，这将为当地大数

据产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细化政府服务“软实力”

与发达地区相比，江西在

区域位置和经济发展等“硬实

力”方面存在先天不足，更需要

在细化人才服务等“软实力”方

面下功夫。

国家“万人计划”专家、南

昌航空大学教授李金恒从湖南

来到江西，他很享受江西的“保

姆式”人才服务。“学校不但为

我爱人找到了工作，解决了夫妻

异地分居的难题，还十分重视

人才发展问题，在我参评国家

杰出青年时给予了极大地支

持，来这第一年我就获评了。”

如果说落户补贴、子女上

学、配偶工作属于人才服务的

普惠性服务，江西还为人才量

身定制了一些VIP服务。

赣州新开发了一款名为

“人才贴身管家”的手机APP，

目前正在试运行。郭书珑介绍

说，这款APP能生成一个识别

身份信息的二维码，引进人才

可通过APP足不出户地完成津

贴领取、材料申报等事务，“让

人才少跑路、最多跑一次”。

“下血本”吸引人才“逆流”入赣
江西人才新政围绕特色产业布局，量身定制VIP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