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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冯雅君

近年来，“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已成为培育和催生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青年
人作为实践创新创业的重要
力量，其敢想敢拼敢实践的精
神面貌更刻画出了属于这个
时代的印记。

2020年11月，中国青年
创业就业基金会与恒大研究
院发布《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报
告（2020）》，在4588份调查问
卷中，22—32岁创业者占创
业者总数的73.8%，专科及以
上学历创业者占比超80%。

今年1月，《中国青年研
究》发表《高校毕业生自主创
业调查》一文，对以上数据做
了进一步分析说明：毕业于中
部和西部地区高校的毕业生
选择创业的概率更高；绝大多
数毕业生的创业活动都是主
动型创业；选择创业的毕业生
对于就业的满意度评价最高。

浙江省人大代表胡虹芳
是一名毕业返乡的青年创业
者，在被问到“理想中的和美
生活”时，她描述了脑海中浮
现的画面：“一位位学成归来
的青年，回到家乡创业，点亮
一个个美丽乡村。”现实中，胡
虹芳所期待的愿景正在变为
现实，越来越多的青年深耕农
林项目，用一步步的成长助力
乡村振兴。

“95后”赣南青年
回乡打造脐橙品牌

对刘瑶来说，关于家乡的
记忆，是从儿时家里那个小小
的脐橙园和空气中弥漫的香
甜味道开始的。

刘瑶的家乡在江西省赣
州市兴国县，赣南脐橙是这里

的一张闪亮名片，获评“中国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深秋时
节满山的绿叶红果，让一份念
想在吃着脐橙长大的刘瑶心
里扎了根。

2016年，正在江西农业
大学读本科的刘瑶听说兴国
县正在推行农村土地流转，以
促进特色农业发展、提高土地
使用效率，这让她生起了回乡
创业的念头。多年的观察让
她感到，家乡果园粗放的管理
模式和传统的采购模式正在
制约着赣南脐橙产业的发展。

在江西农业大学的教师
和技术力量支持下，刘瑶成立
了“90后新农人携赣南脐橙
助力乡村振兴”创业项目，进
乡入村创建种植培育基地，邀
请母校农学院教授实地指导
果园选种、种植技术和布局方
式。由于水果娇嫩易坏，基地
同时聘请了拥有多年经验的
高级农技师进行日常监管看
护，坚持从选种到水肥的全流
程科学有机种植。

“目前基地面积有1000
多亩，2020年产脐橙35万公
斤。”刘瑶告诉记者，“基地现
在还处在成长阶段，近两年产
量在不断翻倍。”

当结的果子越来越多，刘
瑶开始琢磨销售这件事，如果
依然按照传统模式等着批发
收购，局面被动，很容易造成
滞销。“我们想掌握销售的主
动权。”刘瑶说。

2018年，刘瑶的创业项
目开始试水电商，在天猫开了
一家名为“橙小妞”的旗舰
店，此后又陆续引入社群模
式，以及和多多买菜等平台
合作为社区供货，逐渐打造
出自己的销售渠道。为了满
足电商销售需求，项目还组建
了一支销售团队，成员都是和

刘瑶年纪相仿的
“95后”。

2 月 1 日当
天，橙小妞旗舰
店清空了店内的
商品链接，因为
新一批水果在1
月底已经全部售
空。店里没水果
了，刘瑶却很高
兴：“新鲜水果新
鲜卖，入口时的
品质最重要。我
最害怕的就是水
果囤积。”据其介
绍，店里的水果
按箱售卖，有2.5
公斤、5 公斤两
种规格，平均每
天可出2000单，
做活动时最高能

冲到1万单。
刘瑶很少参与直播带货，

她真正想做的是品牌。经过
核实，项目种植基地所在的村
位于国家富硒带上的中心位
置。“我们正在进行脐橙的富
硒认证和国家绿色食品的相
关认证。”刘瑶对记者说，“‘赣
南脐橙’这四个字本身就在为
产品带货。我们要做的，只是
把品质把控好、把这份声誉维
护好。”

高校科研团队
变农林弃物为宝物

果子熟了，麦子收了，留
下来的秸秆和废弃枝木该去
哪儿？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一支由15名硕博士组成的研
发团队，在导师朱铭强博士的
指导带领下，于2017年创立
了“炭索未来——农林废弃物
资源化清洁利用”创业项目。
该项目通过创新攻关，实现了
农林废弃物的高附加值利用。

“什么叫‘高附加值利用’
呢？通俗点儿来说，就是把农
田林地里人们不要的各种作
物秸秆或枝条，转化成木质活
性炭、木醋液、木焦油、木燃气
这样的产物，让农林资源真正
做到‘取之于农业，用之于农
业’。”项目团队学生负责人苏
虹宇告诉记者。

据了解，转化产品中的木
质活性炭可用于水处理及食
品脱色等领域；木醋液富含
多种植物所需的营养成分，
将其稀释500到1000倍后喷
洒在农作物上，兼具药肥两
用的效果，既可以增产提质，
又可以防病抗害，实现土壤
改良效果。

“导师很早就开始为项目

做技术积累，当时听说要招做
科创的学生，我就报名了，觉
得确实可以解决不少实际问
题。”苏虹宇介绍说，“废弃物
的资源化利用我们不是首创，
但我们的创新之处在于建立
起了这条炭、气、液、油清洁化
联产的生产线，以及通过技术
革新，解决了生产过程中的环
境污染问题。”

苏虹宇口中的“生产线”，
指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
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芳草
湖工业园区内占地65亩的工
厂厂区，引入了项目团队自主
知识产权的清洁热解设备，实
现了四类产品的清洁联产，并
聘用职业经理人负责厂区的
日常运营。据介绍，目前我国
高端活性炭进口量超过一半，
联产出的活性炭产品在性能
上不输进口，价格却仅为进口
产品60%。

新产品虽好，让农民们了
解并接受却是需要耐心和方
法的长期过程。“最开始我们
推广木醋液基液体肥，农民
不清楚是什么，觉得施化肥
就行，也不敢浪费一年时间
用自己的地去试。”苏虹宇对
记者说，项目团队便在自己
的试验田里建立了免费试
点，演示给农民看，也定期组
织农民培训，讲解绿色有机
种植技术与产品。

土壤活力和产量就是最
好的宣传。这支青年项目团
队期待着，未来某一天，这条
绿色生产线可以覆盖全国。

政府延伸支持
创业回馈社会

在刘瑶看来，农业农村项
目得以不断发展成长，离不开
政府的支持。

2019年，刘瑶种植基地
所在的地区遇上了旱情，100
多天没见雨水，基地里水果的
长势和收成却没有受到影
响。“这多亏了当地政府之前

参与出资修建的3个大水塔。
如果遇到资金难题，项目还
可以向政府申请农业贷款，
缓解资金压力。”刘瑶说。

苏虹宇还向记者介绍了
政府的相关政策和平台搭建
在项目发展过程中发挥的巨
大作用。

早在2010年，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政府即针对促进中
小企业发展提出了27条实施
意见，从优化发展环境、加大
财税支持、缓解融资困难等方
面给予中小企业政策支持。
2018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所在的陕西省杨凌示范区实
施“3631方略”，通过多项制
度改革大力优化营商环境。

“我们项目实验室的搭
建，也是依托于国家级和省级
关于可再生利用和生物质能
源的平台。”苏虹宇告诉记者，

“从实验室到走上产业化之
路，最难的是资金，政府和学
校为团队提供了很多参与比
赛和学术交流的机会，让我们
的项目被更多人看见。最终，
我们成功拉到了社会资本，用
创建公司认筹股份的方式，建
起了第一条生产线。”

在接受着来自政府和社
会扶持的同时，青年创业项目
回馈着带动就业、推动着乡
村经济发展。2019年，农林
废弃物联产产品销售额已经
突破了千万元，仅新疆厂区直
接带动了86个就业岗位，间
接带动了数百人就业。

兴国县1000多亩的脐橙
种植基地上，100多户当地农
户不定时前来务工，负责包括
锄草、施肥、采果在内的日常
工作。此外，项目团队还会为
农户提供果苗，依托自身电商
发展优势，在水果收获后，为
农户提供包收包销服务。在
此基础上，团队进一步扩展帮
销水果品类，为农户化解销售
困难被动局面。截至目前，项
目已带动74户贫困户脱贫。
(图片由受访者苏虹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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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家调研实验基地作物长势。

“炭索未来”团队在实验站检测活性炭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