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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乡野之间的麦田咖啡
馆、河边茶室，色彩艳丽的果莲种植
基地，绿意盎然的户外营地……走进
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运河街道新宇
村，丰富的乡村业态嵌入了绿水青山。

为 进 一 步 提 升 环 境 保 护 水 平 ，
2015 年新宇村将养殖鱼塘转型为千亩
荷塘，反而靠“颜值”成为“网红荷
花村”。2018年，海归小伙洪智浩回乡
创业，将果莲种植生意做得风生水
起，还开起了“奶奶工坊”带动村民
增收。

拾掇莲花，给莲子脱粒，细心地
分装……穿着整洁工装的村民手上忙
活着，有说有笑。她们剥出的果莲，
第二天一早便会出现在生鲜超市的货
架上。

洪智浩说，村里有近百位 60 岁左
右的村民，她们想利用闲暇时间找点
事做，大家聚在一块也热闹，“奶奶工
坊”刚好给大家提供了这样的空间。
近几年，企业生鲜果莲年销售额均超
过1000万元，“奶奶工坊”日加工莲蓬
量可达2吨，带动每位村民月均增收两
三千元。

随着“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
程持续实施、不断深化，“美丽生态”
成为发展要素，驱动浙江乡村“美丽
经济”勃发，业态加速拓展。

乡村产业兴旺，需要更多专业人
才去经营。2021 年 11 月，此前一直在
杭州市临平区运河街道从事水产养
殖、农业管理工作的方泳，被聘任为
新宇村产业发展的职业经理人。

开设线上“红领直播间”、线下莲
藕种植研学课、升级换代农田设施、
借力高校院所设计乡村景观……“乡

村 CEO”方泳不断拓宽乡村产业发展
思路。2022 年，新宇村农民人均收入
超过 4.8万元，村级集体经营性收入突
破170万元。

临 平 区 农 业 农 村 局 有 关 人 员 介
绍，从精品村、示范村到景区村庄、
精品线路，再到未来乡村、数字乡
村，临平区“千万工程”推进范围不
断延伸、内涵不断丰富，农民获得
感、幸福感持续提升。

目前，临平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处理、生活污水处理、无害化卫生厕

所、农村文化礼堂、居家养老服务照
料中心等覆盖率均达到 100%。2022
年，全区乡村的村级集体经营性收入
均超过100万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到51384元。

在浙江，“塘栖枇杷”小有名气。
2022 年，临平区塘栖镇塘栖村枇杷产
业产值超过 2500 万元，游客接待量超
过 20 万人次，枇杷产业“共富工坊”
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超100万元。

今年5月举办的枇杷节期间，塘栖
村村民沈雄伟的农家乐有 80 多万元营
收，餐厅里的炉子每天十几个小时都
停不下来。近些年，这间农家乐的年
营业额将近 500 万元，净利润有 80 多
万元。

“这在村里算中等水平。”沈雄伟
感慨地说，塘栖村发展变化太大了：
20 年前留不住人，因为压路机进不
来，村民修路要用榔头敲碎石；后来
村里整治人居环境、改善发展设施，
枇杷产业出村入市，越做越大；现在
大巴车进村都很方便，村里有5个停车
场、500个停车位。

（记者方问禹、张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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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颜值”，更有“产值”
——杭州临平美丽乡村走访见闻

有“颜值”，更有“产值”
——杭州临平美丽乡村走访见闻

浙江杭州临平区京杭大运河沿岸的村庄。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浙江杭州临平区京杭大运河沿岸的村庄。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近年来，浙江省宁
波市江北区加大人才引
流力度，鼓励海外留学
人员返乡就业创业。截
至目前，已有 1720 名
留学归国人员扎根江北
区，为家乡的发展贡献
自己的力量。

28 岁的徐依曾留
学于加拿大并获得生
物 医 学 工 程 硕 士 学
位。2019 年徐依完成
学 业 回 到 家 乡 宁 波 ，
在一家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从事口腔医疗器械设
备的研究与开发工作。
4 年来她先后完成了 3
个江北区攻关项目的研
发，并获得 2021 年度
宁波市科学技术进步奖
三等奖。

图为徐依 （右） 在
生产车间与生产主管讨
论一个零部件的设计改
进方案。

新华社记者 江 汉摄来甬城，赴一场创业之约

本报天津电 （记 者龚相娟） 近
日，天津信创及数字产业人才与产业
融合发展高峰论坛暨首届“河西人才
节”启动仪式举行，会上同时为天津
信创及数字产业人才培养基地揭牌。

与会人员表示，数字化时代是万
物互联的开放环境，安全形势瞬息万
变，信息安全需要政府、企业、高校
以及人才的相互融合、协同发展，形
成“政府引领+产业助推+技术支撑+
人才助力”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依托
政府的支持和引领，依靠科技力量的
强力支撑，形成聚力，通过不断创
新，多领域融合，推动信息安全向更
高水平迈进。天津信创及数字产业人
才培养基地将助力天津产业链、创新
链、人才链做大做强，夯实人才基

础，构筑信息安全屏障。
据介绍，天津信创及数字产业人

才培养基地位于河西区新八大里数字
经济产业主题园区，是由河西区政府
支持，智教人才发展 （天津） 有限公
司主办，信创及数字产业链龙头企业
合作支撑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基地。
基地成立后，将与各职业院校、理工
类学校联动，合作培养数字领域应用
型人才。

会上，河西区政府、天津信创与
数字产业人才培养基地分别与相关行
业协会、企业、高校进行现场签约，
开启战略合作新篇章。活动现场还举
行了捐赠仪式，天津信创及数字产业
人才培养基地向河西区捐赠了100个特
殊家庭免费助学名额。

天津信创及数字产业人才培养基地揭牌

创业资讯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王明玉、黄
玥） 记者 6月 16日从共青团中央获悉，
第十届“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
大赛正式启动报名。

本届大赛以“青创报国新时代 青
春逐梦新征程”为主题，设置科技创
新、乡村振兴、数字经济、社会企业4
个专项赛，分别在湖北武汉、山东潍

坊、浙江杭州和宁波举办系列活动，
为创业青年提供技能培训、展示交
流、咨询辅导、资本对接等服务。

据悉，本届大赛4个专项赛的组别
统一为创新组、初创组和成长组。大
赛明确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
合伙企业等市场主体可以参赛，即日
起可登录大赛官网注册报名。

第十届“创青春”
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启动报名

用陶瓷实现“独特表达”

黄少晨的祖辈、父辈都从事与制
瓷有关的行业，而他自己却在学生时
代选择了另一条路——音乐教育。“虽
然从小到大一直与瓷器打交道，但我
更喜欢的是音乐和美术，我也没想过
以后会继续做与陶瓷有关的事。”黄少
晨说。

2008 年大学毕业后，黄少晨做过
一段时间的老师，但很快他意识到这
并非自己兴趣点所在。对于当时刚走
出校门、跃跃欲试的他来说，教师工
作稳定却也少了些新鲜感。彼时，家
中的瓷器生意正在开拓北京市场，黄
少晨主动请缨北上，也正是那段时
间，让他确定了今后的发展方向。

“那时正值北京奥运会，许多高级
酒店都有定制餐具的需求，但由于所
需数量有限，一些淄博瓷器公司并不
愿意做，这让我们抓住了机会。”从
2008 年至今，为高级酒店量身定制餐
具成了黄少晨团队的主要业务。在黄
少晨看来，对于这些酒店来说，餐具
并非只有实用性需求，它们要与酒店
装修风格甚至当地人文元素相协调、
相匹配，从而实现酒店风格的“独特
表达”。

“我认为音乐与瓷器是相通的。”
黄少晨说，歌唱家演唱时对呼吸的控

制，很像瓷器匠人对作品留白的考
量，多则满，满则溢。“好的设计就应
该‘动人、独特而张弛有度’，像一首
美声歌曲。”

北京奥运会之后的 2009 年，他的
团队为新加坡青奥会下榻酒店定制餐
瓷；2014 年，汉青国瓷系列产品亮相人
民大会堂宴会；2017 年，团队的高端定
制系列又走进了国家会议中心……来
自市场的认可给了黄少晨更大信心。

为陶瓷“量体裁衣”

今年春天，一跃成为“顶流”的
淄博烧烤不仅带动了当地餐饮业、旅
游业，也为汉青国瓷的线上直播带来
了重要转机。要是回到几个月前，这
是黄少晨难以想象的。

线上推广发力短视频平台，是黄
少晨两年前做出的决定，但过去这两
年，他并没有在线上渠道实现太大突
破。“还好我们没有放弃，坚持到了今
年。”黄少晨欣慰地说，“淄博烧烤

‘火出圈’，也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线下
和线上流量，‘五一’小长假期间，我
们数据最好的一场直播场观人数达到
了13万，我们抓住了这次机会。”

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无缝贴花
技术，是黄少晨带领团队实现的重要
技术创新。纹饰轮廓线游走于瓷器之
上，片刻工夫，栩栩如生的图案便跃

然瓶身。
“给人定制衣服的时候要量体裁

衣，对瓷器来说也是如此。我们在 3D
软件中按照瓷器的尺寸、弧度将它展
开成平面，再按照缝隙拆解、绘制并
重新贴回瓷器。通过这样的手段，在
高温烧制时，那条缝就融化消失了。”
黄少晨说。

山川脉络壮丽秀美、江河浩荡川
流不息、群山巍峨层峦起伏……在汉
青国瓷出品的 《江山如画》 系列中，
北宋传世名画 《千里江山图》 跃然瓷
上，青、绿相间，徐徐展开。这一系
列是黄少晨团队近年来推出的代表性
产品，在无缝贴花技术的助力下，瓷
器图案呈现效果更佳美观，获得业界
认可。

“梅子青色是宋代青瓷的重要颜色
之一，我们希望用能够充分展现东方
设计感和文化传统的作品，让更多人
了解和喜欢东方美学。”黄少晨说。

“绿色制瓷”实现蝶变

长久以来，淄博凭借其优越的地
理位置以及丰富的煤炭、山林资源，
为陶瓷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支撑。随
着陶瓷生产工艺升级，传统的手工制
瓷正在走向机械化生产，现代陶瓷窑
炉技术极大提高了窑炉的能源利用
率，科技的力量赋予了陶瓷新的底色。

从柴窑、炭窑、煤窑，到之后的
气窑、电窑，瓷器烧制的变迁见证着
淄博陶瓷从传统粗放向绿色、创新转
变。面对产业智能化升级的机会，黄
少晨主动迎变，率先购置了智能窑炉。

“制造”到“智造”，传统陶瓷生
产正在发生蝶变。2019 年，黄少晨带
领团队瞄准技术改造，投资 3800 万
元，建设了年产200万件的日用陶瓷生
产线。

“在传统制瓷环节中，窑炉温度、
进氧量等全靠师傅的经验来控制。而
现在，我们经过改造的第四代智能化
窑炉，已经可以全部实现 App 控制。
只需给智能窑炉设定好升温曲线，之
后的送电、烧制时间全部自动化完
成。这样不仅可以提升陶瓷制品的质
量和生产效率，生产过程也更加绿色
环保。淄博陶瓷有绵延千年的历史，
对我们青年人来说，不仅要传承好，
更要通过创新帮助传统产业实现好转
型升级。”黄少晨说。

若是被问到今年哪个城市最
火，不少人第一时间一定会想到
山东淄博。凭借烧烤，这座城迅
速火遍大江南北。

说到淄博，这里的陶瓷久负
盛名。作为曾经的齐国故都，淄
博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一直是北
方重要的陶瓷生产基地之一，窑
火与陶釉琉彩为伴，见证着这座
瓷器重镇的岁月变迁。

如今，淄博陶瓷产业中有许
多青年创业者，汉青国瓷总经理
黄少晨就是其中之一。他曾在法
国利摩日国立美术学院进修，而
今，通过技术创新与产品迭代，
他与团队正在给这门传统手艺注
入新的活力。

黄少晨在工作中。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黄少晨团队推出的《江山如画》系列陶瓷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