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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多一点

青年青年 创创业业 农场农场 梦想梦想
——我市大力推进我市大力推进““青创农场青创农场””建设建设，，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纪实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纪实

本报记者 龚哲明 通讯员 杨婕 文/图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破解“三农”问题，促进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增收的治本之策。新年伊始，改革开放
以来第20个、21世纪以来第15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发布，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详细阐释了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句话、20个字，勾勒出了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

然而，乡村振兴需要谁，又当依靠谁？
“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

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这是1919年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一文末尾写下的字句。
如今，当这激情澎湃的呼声穿越历史的天空，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青年与农村的结合也必将更加紧密，成为当下乡

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为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积极动员优秀青年归乡发展，激发青年面向“三农”创新创业创富新活力，竭诚帮助农村青

年创业就业，共青团宁波市委作为全省首批试点，倾力打造“青创农场”青年农业创业新品牌。“青创农场”依托农业园区、专业合作
社、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企业等平台建设的青年农业创业孵化基地，通过共青团主导、专业化服务和社会化运作方式，得到场地、技
术、政策、金融和渠道等方面服务支持，正在四明大地上蓬勃兴起，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中一抹动人朝霞。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青创农场”在春风吹拂下如梨花一夜遍枝头。目前，我市形成了以市级“青创农场”为“核
心”，各区县（市）“青创农场”为“分部”，基层各大农业园区为“堡垒”的“一核多点、多环辐射”青年农业创业就业立体网络。全市各级
共青团参与建设市级“青创农场”2家，区县级农场8家，基层园区基地27家，建设投入资金26920万元，种植面积4632.5亩，办公面
积13012平方米。共吸引185名青年返乡创业，安排农业就业青年707人。

放眼宁波，更多的青春力量正在酝酿，凝聚于四明大地耕耘现代农业，建设美丽乡村。

今年，团市委将深入开展优
秀青创农场主“领航”工程、青年
农业创业“育雏”工程和青创农场
优秀项目“明灯”工程等三大工
程，形成创业典型“引路”、创业培
训“墩苗”和创业项目“试飞”的青
年农业创业生态链体系，做强做
大青创农场，为推动我市乡村振
兴发挥积极作用。

开展优秀青创农场主“领航”
工程。发现和挖掘一批有梦想、
有故事、有好产品，有一定规模
和影响力的优秀青创农场主，通
过拍摄专题片、直播访谈、微信
微博推送、传统媒体宣传等多种
形式，广泛宣传他们的农业创业
奋斗历程，用一个个生动鲜活的
农创故事和创业案例来激发更多
的青年回到农村、回归土地的意

愿；以敢为人先、砥砺前行的品
质内涵，调动更多的青年投身现
代农业、农村电子商务和新农村
建设等农业产业创业创新的积极
性，营造农业创业大有可为的良
好氛围。

开展青年农业创业“育雏”
工程。有效整合政府和社会的专
业力量，建立农创伙伴联盟。针
对即将从事或已经从事农业领域
创业就业的青年，结合人群特
点、创业需求和地域经济特色，
分别构建以普适性理论为主的创
业培训体系和依托专业化岗位为
主的技能培训体系，为不同阶段、
不同层次的农创青年提供政策咨
询、培训交流、项目管理、技术指
导、金融帮扶、导师帮带、品牌培
育、渠道推广等全方位、定制化

的培训服务，以培训促孵化成
长，进一步加速我市现代化农业
青年人才的培育和储备。

开展青创农场优秀项目“明
灯”工程。在提供必要的办公场
所、孵化场地、基础设施和农业
生产配套资源的基础上，各级团
委 将 积 极 协 助 各 “ 青 创 农 场 ”
主，从符合各青创农场自身经营
发展战略中开发设计出如配套种
植 （养殖）、电商营销、农旅结
合、素质拓展、农业体验等投入
相对较小、试错成本较低的优秀
创业项目，以项目路演、招商推介
等形式招募和吸引有志于从事农
业领域创业的青年（团队）参与到
这些项目的经营和管理，帮助他
们迈好农业创业第一步。

（龚哲明 杨婕）

我市开展三大工程做强做大“青创农场”

“青创农场”是集青年农业创业
成果展示、青年农业创业服务对接、
青年农业创业人才培育和青年农业
创业交流合作为一体的“四大功能
性平台”。分级定位，科学规划实施
路径是“青创农场”的第一大建设特
色，其中，市级平台以青年农业电商
培训、农产品包装设计、农业品牌营
销等领域为重点，为下设“分部”提
供培训辅导、投资驱动、活动交流等
综合创业生态服务；区县级平台主
要围绕本地域特色发展方向，如余
姚以新型农家乐打造为重点，象山
以海产品开发为重点，实现各区县

（市）专精化+差异化结合发展；基
层“青创农场”则通过享受市县两级

的支持，发挥青年农业创业主阵地
的作用。

多措并举，因地制宜是“青创农
场”的第二大建设特色。“在短时间
内将青创农场基地铺设到全市，不
是一件容易事。为了啃下这块硬骨
头，我们摸索出了‘新建+改造+共
享’的建设模式。”团市委相关负责
人对三种建设模式一一作了介绍。
一是做好“阵地改建”，充分对接协
调党政资源，使“青创农场”工作
与职能部门“统筹政策、同步实
施”，宁波 （慈溪） 青创农场就通
过对接慈溪市农业局和坎墩街道，
形成 1200 亩的实体基地，是典型
的“阵地改建”型青创农场；二是

做好“阵地筹建”，宁波市农村青
年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彭天斌在鄞州
区沧海农博园内专门划拨 1000 平
方米办公场地以及 5000 平方米土
地建设的市级“青创农场”，就是
团市委通过发动市青联和农促会成
员 单 位 而 成 立 的 21 家 “ 阵 地 筹
建”型青创农场之一；三是做好

“阵地共享”，通过加强宣传，输送
配套服务等手段，吸引基层农场主
共享基层现有的农庄、园区、农业
基地，“加盟”到“青创农场”。甬
康农场的社长姚春梅就是在看到

“青创农场”报道后，在自己的农场
开辟了 100亩土地专门用于青年农
业创业。

当好立体网络的“建设者”

最近，宁波市（鄞州区）青创农
场招募创客的微信消息传遍了创客
朋友圈，在圈内引起轰动。远在山东
平阴工作的甬籍小伙王猛，第一时
间来电咨询。

王猛从事玫瑰培育和精油炼制
已有三年时间，技术也挺好，但苦于
缺乏启动资金，暂时搁置了开一家属
于自己的玫瑰园的梦想。“虽在外地
工作，但始终关注家乡发展，也早就
听说了宁波团市委针对农村创业青
年创业初期缺资源、缺资金的实际困
难，强化服务保障的事情，这次看到
宁波的青创农场招募创客就试着来
问问，看看有没有机会。”他说。

王猛所说的服务保障指的是：
宁波团市委积极对接各职能部门、
金融机构和社会有关单位，为符合
条件的青年提供地租减免、免费创
业见习、基本报酬补助、小额贷款利
息减免等一系列针对“青创农场”的
创业优惠政策。“我们一直致力于当
好为‘青创农场’创客服务的‘店小
二’。”团市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电话中，当得知如果申请成功，
自己可以获得鄞州团区委提供的政
策支持渠道对接，还能再申请最多8
万元的其他类型创业补助时，王猛的
语气中透出更多惊喜，“这些优惠加
上近两年的积蓄，再和亲戚朋友借
点，玫瑰园的启动资金不愁了！”

据记者了解，不仅是鄞州区，其

他各区县（市）团组织也纷纷出台了
类似的减免优惠和补助政策，力推

“青创农场”建设。镇海团区委开展
团银合作，提供每家最高 30万元的
优惠贷款；慈溪团市委提供每家每
亩每年 500 元的地租补贴；象山团
县委则联合县农办提供每亩 4万元
的大棚补贴，为农场创业青年提供
强大的资金支持。

不同于王猛看中“青创农场”前
期的资金支持，更多入驻“青创农
场”的农创客感受到的是自己专业
技能的提升。团市委加大对青年农
创客的培训力度，联合知识产权服
务机构、文化传媒公司、就业创业职
业培训学校等合作伙伴，打造集策
划、咨询、培训、项目跟踪等环节为
一体的“全过程”分类培训服务链
条，真正把青年农创客“扶上马送一
程”。增强培训专业性，组建青年农
业创业智囊团，邀请资深农业专家、
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为导师，同步
开展“项目+导师”结对帮扶，为青
年把好方向，提供技术指导。确保培
训常态化，积极与市农办沟通对接，
以购买政府服务的形式，将“青创农
场”创业青年培训纳入 2018年市级
农办培训计划。丰富培训模式，采取
送课程、送师资入村培训的形式，探
索开展农业创业沙龙、项目发布会、
路演等培训活动，增进农创客之间
的沟通和交流。

在前期调研中，团市委工作人
员发现，青年农业创业项目初期都
有体量小、抗风险能力弱、试错成本
高的特点。该如何加强“青创农场”
项目培育，加快成果转化，在创业初
期实实在在地帮青年农创客们一
把？团市委决定引入专业创业管理
服务公司，负责整个青年农业众创
空间的运营，采用“酒店式管理+学
院制孵化+项目化运作”的管理模
式，为入驻青年和企业提供全方位
服务，确保“青创农场”企业健康成
长。各区县（市）团委“青创农场”项
目落地实施过程中，普遍采用“一园
一品”“一场一策”的个性化发展策
略，开展产学研合作，为农业项目发
展问诊把脉，并及时促进优秀项目
的后续对接，做好项目转化工作。慈
溪团市委对本地青创农场中的 7家
青年创业企业开展针对性指导，使
各家都有特色产品，实现了错位竞
争、各放异彩、百花齐放。宁海团县
委则联合市青联委员，通过众筹方
式，推进中高端民宿建设，大力发展
乡村旅游，逐步增强了本地“青创农
场”的实力。

栉风沐雨，春华秋实。目前，全
市各级“青创农场”年销售额达到
1.9亿元，资产总额为2.84亿元。“青
创农场”的发展壮大，也让人们看到
了“农民”这一职业的前途、这一身
份的尊严。

当好服务保障的“店小二”

1月的慈溪，正值隆冬，走进慈
溪坎墩大学生农业众创园，到处可
看到忙忙碌碌的身影。农创客之一
的孙永涛，这几天一直在大棚内精
心打理草莓，他要做好充分准备，迎
接前来体验草莓采摘的市民潮。孙
永涛的自信来自他对自家草莓质量
的绝对信任和对草莓采摘体验方式
的充分宣传。“我的草莓可是省优质
草莓金奖果，名声在外了。”小孙露
出自信的笑容。

在慈溪坎墩大学生农业众创园
里，像孙永涛这样的 80后大学生农
场主有 7 位，对农业都从爱好走向
事业，他们或创新会员制销售新模
式，或开辟网上销售新渠道，或延伸
园林设计及农产品深加工产业链，
引领式地带动了当地农业发展。大
学生本人及农场也分别获得了“浙
江省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慈溪首
批高级农产品经纪人、浙江省大学
生现代农业“十佳创业新星”、省级
示范性家庭农场等荣誉。在 2017浙
江农业博览会上，慈溪坎墩大学生

农业众创园作为全省唯一“青创农
场”代表参展，在 5 天的展览中，前
来“青创农场”展位参观的人络绎不
绝，成了展会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各级领导也纷纷莅临现场对“青创
农场”工作进行指导，省委副书记、
省长袁家军等现场参观宁波慈溪的

“青创农场”展位，为它点赞。
通过各类农业展览会，积极“走

出去”，宣传“青创农场”理念，介绍
农场的政策、服务等优势，是我市各
级团组织继开展“家燕归巢”大学生
实践、青农创客交流论坛、少先队新
农体验主题活动后，扩大提升“青创
农场”社会知名度的又一做法。镇海
开心农场法人蒋凌云，就是在多次
参加团组织的活动后，主动要求成
为“青创农场”的青年农创客之一。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青创农
场’是青年在乡村振兴一线干事创
业的新天地，是施展才华的大舞台。
我们共青团组织要培育人才、引进
人才、用好人才，更要当好氛围营造
的‘宣传员’，加大优秀创业典型宣

传力度，为更多的青年起到示范带
头作用。”团市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全市各区县（市）团组织
已在为当好“宣传员”而努力。如余
姚团市委开展的“小甲鱼治水”活
动，通过公益宣传，提升了青创农场
主的知名度。慈溪团市委建设青年
创业创新文化长廊，以青年农场主
创业经历为素材，展示典型风采；借
助“村村都有好青年”“农村青年致
富带头人”等评选表彰，更是提高了
青创农场主的美誉度。

一批优秀的青年农创客正在
全市各地脱颖而出。青创农场主
姚春梅、泮孝球获评全国农村青
年致富带头人，邵旦、毛柯翔、
胡祖广三人获评全省农村青年致
富带头人……在越来越多的青年农
创客示范带动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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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来，不仅
乡村农场规模不断扩大、经营不断
规范，更引领越来越多的村民走上
了共同致富的道路。

当好氛围营造的“宣传员”

志志 筑筑

宁海县青宿空间青创农场。

省农博会上，我市青创农场沙盘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的目光。

象山的海上农场紫菜养殖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