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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华实施青年农创客培育支持计划

乡村沃野 青年农创客起新潮

95后主动返乡当野新农人冶

95 后龚俊孝曾在澳大利亚
留学，毕业后在当地就业，但一次

回国休假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2022年，他参加了一个非物
质文化遗产研究班，了解到家乡

的金华火腿作为第二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面临行业缺少年

轻人的尴尬境地。童年在火腿工

厂和小伙伴嬉戏打闹的记忆涌上

心头，龚俊孝深感责任在肩，决定

回国传承金华火腿文化。

修胚、腌制、晾晒、发酵、修

干刀，他跟随非遗传承人潜心学

习火腿腌制技艺，并经过苦练成

为金华火腿的高级技工。随着对

火腿文化历史的深入探究，龚俊

孝对这份事业愈发热爱，成为金

华大拇指火腿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第三代火腿传承人。

龚俊孝的回归为工厂注入

新鲜血液。他引入现代化控温控

湿设备，优化腌制工艺，使火腿

的含盐量降低 3%，既保证了火
腿品质，又适应现代健康饮食的

需求。他建成十万级无尘净化车

间，生产即食火腿切片，在上海

的五星级酒店销量不错。曾以批

发、代加工为主的工厂，因商超

规模缩减产值下滑，龚俊孝积极

开拓电商渠道，借助新媒体平台

打开销路，公司产值如今已突破

4000万元。
“‘青农飞地’帮我们把很多

产品销往上海、江苏等地，解决

了产品走不出金华的困境。”“青

农飞地”的助力让龚俊孝的产品

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在团浙江省委指导下，团金

华市委聚焦以“千万工程”牵引

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

在婺城深入推进“青农飞地”省

级共富试点建设，飞地集农产品

展销、农技咨询、金融服务、政策

保障、活动策划和青农培训等功

能于一体，破解青年创客难题。

章韩兴也是入驻“青农飞

地”的一员，退伍转业回到家乡

金华创业。“青农飞地”为他连接

市场客户资源，提供政策扶持。

他在团委举办的农创大赛中崭

露头角，并成立一家从事三产融

合与乡村振兴的传媒公司，通过

农创培训孵化区域农户 IP，实现
助农多渠道智慧营销。他还积极

带动大学生参与创新创业，金华

婺城的一家“森林汉堡店”就是

章韩兴公司孵化的项目。

2022年，浙江特殊教育职业
学院毕业的邹建斌求职四处碰

壁，来到章韩兴的公司应聘。在

朋友圈中看到邹建斌摆摊卖汉

堡，章韩兴有了灵感，便联系邹

建斌，为他规划特色汉堡，在其

中融入火腿等金华本地食材，带

他参加婺城区创新创业大赛，夺

得第一名。

“奖金加上工资是我开店的

启动资金，团委帮忙对接当地的

网红街区古子城，房租大幅降

低。”邹建斌的汉堡店生意稳定，

收入可观，又陆续招聘了 3名残
疾人士。

如今，青农飞地已有 30家
企业入驻，创客们汇聚于此，交

流思想、共享资源，共同探索乡

村产业发展的新路径。

扎根李祖村的
乡村职业经理人

十几年前，金华义乌市李祖

村因四面环山、交通不便、经济

落后，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从

零产业到农文旅发展新窗口，从

留不下人到成为人才培育新空

间，这里为何有如此大的变化？

2023年，李祖村运营 CEO
金靖获得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

富带头人“金牛奖”。毕业于工商

企业管理专业的她，原本负责自

家茶厂的管理工作。2012年，一
趟台湾考察之旅让她深受启发，

回到义乌后，她打造了一个文创

园，积累了丰富的运营经验。

2020年，金靖正式加入李祖
村。面对招商困难、创客留不住

等问题，她提出建设“众创空间”

的想法。碰到有创业想法的年轻

人，她和团队帮忙组建团队；遇

到有情怀却缺资金的创客，金靖

便牵头联合乡贤众筹解决资金

问题……从解决政策问题、组建

创业团队，到牵头众筹资金、开

展技术培训，她都亲力亲为。李

祖村的吸引力也不断增强，吸引

了一批小店主理人。

“扎染是一个从平面艺术到

立体艺术的过程，每一次打开都

是开盲盒。”2024年浙江省乡村
振兴共富青年先锋“青牛奖”得

主楼沙漠霜在背包旅行中与扎

染结缘，拜师学艺，决心传承这

一古老技艺。她回到李祖村，凭

借着专业知识和独特眼光，将扎

染这一传统工艺发展成特色产

业，带动了村里 20多名妇女就
业，并打造非遗研学精品线，让

扎染技艺在乡村焕发新生机。

金靖深知，要让李祖村实现

可持续发展，市场化运营是关

键。为此，她引进策划、设计、直

播、短视频制作等提供服务的公

司，通过培训，让更多年轻人参

与乡村治理与发展。她说：“年轻

人到乡村创业要坚持长期主义，

村子就像一块田，年轻创业者像

播撒的种子，经过时间的沉淀在

这里茁壮成长。”

如今，李祖村已拥有 72个
业态、265名农创客。
“众创空间是年轻人交流、学

习、共同成长的空间，村里的创客

形成了生态共生系统，已有成果

的创客带动新的青年农创客，形

成良性循环。”金靖也成为了李祖

村的职业经理人，她全身心扎根

于此，每天忙得不可开交。

和美乡村的文旅达人

坡阳古街、白鹭营地、度假酒

店、马术场馆，金华市金东区岭下

镇的归乡·八仙积道成为年轻人

周末打卡休闲的好去处，也是青

年创客的集聚地。这里有 90后营
地负责人、00后咖啡师，有银行职
员在这里卖网红小串，还有牛津

大学硕士开办艺术馆……

青砖灰瓦马头墙，修缮后的

坡阳古街重新焕发生机，既保留

原有街巷肌理和古居风格，又融

入特色美食、民俗民艺、非遗手

作等。

“刚开业那几天，每天的销

售额有六七千元，3 年免租两
年。”米糕店主金伟刚从金融行

业离职回乡创业，生意的火爆让

他对小店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白鹭营地过去是一片荒地，

如今已成为集露营、自然、研学、

农场、休憩等元素于一体的度假

营地，为周边居民提供了一个享

受自然野趣的乐园。

“20 元的门票价格，让游客
享受高品质的露营体验。”白鹭

营地负责人赵周翀是一名 90后
文旅达人，他凭借敏锐的市场洞

察力，将原本的稻田公园打造成

热门营地，吸引了不少人来打

卡，“以前大城市有的营地，我们

家门口也有了，市民不用再跑到

别的城市了”。

“通过低租金、最小化分成等

方式支持青年创业，为有想法的

青年返乡创业提供了广阔的平

台。硬件设施设备的完善、新媒体

经营培训以及免费装修等扶持政

策，吸引了众多年轻创业团队入

驻，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活

力。”归乡·八仙积道运营负责人

王亚运说，下一步，将带领一批逐

梦沃野、科技兴农、共创共富的优

秀青年农创客，为乡村振兴、共同

富裕贡献更多青年力量。

渊据叶中国青年报曳冤

渊上接 08版冤
从“有”到“优”，相关部门积

极出谋划策。

在天蒙旅游区无障碍游步道

服务点，轮椅、拐杖、助听器等辅

助器具映入眼帘。“省、市、县残联

建立紧密协作机制，共同为景区

补充配备辅助器具。”费县残联党

组书记、理事长王庆东说。

有关部门还邀请清华大学

等高校院所的专家实地指导。万

世杰回忆，一位专家来考察时，

指出信息无障碍也很重要，建议

配备无障碍导览手册、语音导览

耳机等。景区听取专家意见，完

善了相关设施。

不只是硬件设施。邢照强

说，在无障碍游步道两侧、玻璃

悬索桥等区域，景区还安排了不

少志愿者，“冬天山上虽冷，但贴

心服务让我倍感温暖。”

此前，景区多次组织员工、

志愿者外出调研，完善形成一套

从残疾人游客预约出行，到无障

碍观光车转运，再到游览全程提

供服务的接待规范。

“县残联还对接资源，让服

务内容更多元、更精细。”万世杰

说，“这不，今天山东省听力语言

康复中心派来工作人员，普及残

疾预防、听力保护知识和助残惠

残政策等。”

穿过玻璃悬索桥，抵达无障

碍游步道终点。极目远眺，群山

苍茫，连绵起伏。“心胸开阔了，

烦恼消散了，这是一趟舒心的旅

行。”邢照强眼里有光。

在三墩镇，民生综合体同样

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定期组织

“民意小圆桌”议事会，收集改进

建议，持续优化服务。

“西湖区曾组织残障人士

‘看’无障碍电影，镇里能不能也

组织一下？”2023年 6月，李健提
出建议。不出两个月，无障碍观

影厅应运而生。盲人专用计算

机、无障碍智能阅读器……综合

体的无障碍设施在不断完善，日

常服务也在提升。“我们还提供

残疾人创业就业培训、助餐、理

发等多种服务。”徐曜说。

从硬件到软件，三墩镇前后

投入 120余万元，两次对综合体
进行无障碍提升改造，其间召开

4次意见征求会，将 10余条群众
意见纳入改造方案。后续又根据

群众意见，改进优化了 22处细
节。2023年，三墩镇民生综合体
获评全国首批无障碍环境认证

三星级场所。

谁来管

成立专业运维队伍袁引导公众参
与监督

徐曜带记者参观民生综合

体，面积真不小：9 层楼，室内面
积 6900多平方米；室外还有一
个广场花园，2400平方米。里里
外外的无障碍设施，加起来有

200多处。
整个上午，徐曜的电话一个

接一个，楼上楼下跑。没聊几句，

他的电话又响了：“一楼无障碍

卫生间的电动移门坏了。”

挂断电话，徐曜赶往一楼。

记者见到了打电话的孙菊萍，

“我们成立了专业的运维团队，

团队成员轮流值班，每天检查设

施使用情况，遇到问题及时找厂

家报修。”她说。

偌大的综合体，离不开运维

团队管理，也需要公众积极参与。

居民陈凤鸣跟记者唠起亲身

经历。“前不久，我发现综合体门

口的轮椅坡道被电瓶车占用，影

响通行。”她掏出手机演示道，“我

在‘美丽西湖’手机 APP的‘西湖
码’模块，上报了这一情况。”

接到信息，三墩镇很快派来

工作人员挪车。

2021年，杭州市组建由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残疾人代表、新

闻工作者和社会志愿者等 138
人组成的无障碍环境社会督导

员队伍，利用“西湖码”等平台，

收集、整治无障碍设施占用等问

题。这几年，“西湖码”影响力不

断扩大，吸引不少市民参与其

中。目前，“西湖码”上报事件平

均处置时效为 5小时，群众反映
的无障碍设施占用等问题很快

就能解决。

与三墩镇相同，在红星亭坡

小区，居民们都是监督员。楼栋门

口张贴着“中山二路社区网格服

务公示牌”，上面写着社区党委书

记、维修员等人员的姓名和联系

方式。“无障碍设施出现问题，居

民可以直接拨打有关人员电话，

马上就有专人处理。”程燕说。

按照“常排查、勤维护、精管

理”的原则，天蒙旅游区制订周

密的养护计划，成立 10人组成
的养护队伍。

“每年冬天，来看雾凇的游客

很多。路面撒盐，可以防止轮椅打

滑。”一场雪后，巡查员徐广瑞来

到无障碍游步道检查，一边撒盐，

一边俯身观察，“看路面有没有裂

缝、凸起或凹陷，如果冒出个小石

头，对轮椅使用者来说就是个‘陷

阱’；栏杆是老人行走的拐杖，得

挨个确认是否牢固……”

随着无障碍设施日益完善，

残障人士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

行”不再是奢望。

旅途中，记者遇到 23岁的
肢体残疾者陈子欣。她乘坐轮椅

来到天蒙旅游区无障碍游步道

观景平台，脸上露出灿烂的笑

容，“在短视频刷到的美景，如今

就在眼前。我会好好生活，去更

多地方，感受大自然和生活的美

好……” 渊据叶人民日报曳冤

冶

近年来袁大批青年主动投身乡村振兴袁返乡创业就业遥 在浙江
省金华市袁创客们凭借互联网思维和电商平台袁将农产品推

向全国市场曰依托乡村资源袁打造民宿与休闲项目袁带动乡村周边经
济袁为乡村发展注入新动力遥

团金华市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袁 金华市正在实施青年农创客培育
支持计划袁培育一批有文化尧懂技术尧善经营尧会管理的高素质青年农
创客队伍袁进一步推动青年返乡入乡袁营造青年投身乡村振兴尧助力
共同富裕的浓厚氛围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