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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新宇：

三亚飞回

“蔬菜大王”
本报记者 刘 麟 通讯员 江 勇

俗话说，铁做墙钉胜金银，书生种田输
农民。黄梅县回乡创业的 45 名大学生中，
有 30 名从事种养和水产等传统农业。这些
大学生虽然还没有成为干农活的好把式，却
用自己熟悉的互联网思维打造农业生产的
各个环节，让“书生种田赢农民”。

销售渠道不发愁

华中农业大学毕业的李明攀曾经是通
讯工程师。他 4 年前回到农村种田，如今已
经在 3 个村流转来 1500 多亩土地，成为远
近闻名的“农场主”。李明攀种田讲究“三
不”：不施化肥，不打农药，不用除草剂。这
种生态化的农业生产方式，一开始就遭到农
民怀疑。村里农民说，这样怎么能保证产
量？产量上不去，种这么多地如何有收益？

李明攀以互联网销售破除了这些疑问。

在孔垄镇周碾村，废弃的小学被李明攀租借
来当临时仓库。仓库里堆满了各种快递包
装。快递业还不算发达的黄梅县，有两家快
递公司专门在这里设立了取货点，每天到村
里来取货。李明攀说，他的农产品如大米、
黄豆等有 60%都是通过网上销售的，年销
售多达 15 万斤。他还聘请了 3 名大学生专
门为他打理网络订单，向电子商务方向发
展。几年下来，农民的大米一斤卖两元钱已
经算高的了，他的大米却能卖到 8元以上。

天津农学院毕业的薛兆利在黄梅县蔡
山镇梅太六村流转来 120 多亩土地，种植蔬
菜。他正在探索通过网络把蔬菜送到市民
家里。他说，如果能让市民在网上下单，我
们把蔬菜配送到市民的厨房，售价可由市场
价每斤 2 元涨到每斤 5 元。黄梅地处鄂赣
皖 3 省交界处，高速公路通达九江、武汉、安
庆等多个城市。薛兆利说，“两三个小时内

把新鲜蔬菜送到市民家里，不是难事”。

技术信息不落后

在农村创业，最难的是信息和技术。大
学生农民运用互联网突破了这些限制。在

“群”里交流技术，已经成为大学生农民的习
惯。养猪户有“群”，水产户有“群”，种植户
也有“群”，销售信息和技术信息就在这一

“群”那一“群”里成为大学生创业的帮手。
浙江大学毕业的朱平原已经是黄梅的

养猪大户，年出栏 5000 多头。他现在经常
从“群”里了解技术和销售信息。柳林乡是
黄梅县最偏远的山区乡。黄冈职业技术学
院毕业的徐胜却选择回到这个乡望江村创
业。他一个人养 60 多头猪，连给猪打针的
事都是自己做。他一个月也下不了一次山，
但并没有感到“落伍”，因为他几乎天天上

网。徐胜说，自己加了好几个养猪的 qq 群，
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主要通过这些“群”来
了解信息。尽管信息多了有些杂，但没有这
些信息，养猪心里会更没底。

朱平原告诉记者，到农村来从事种植业
和养殖业，技术和信息的需求很具体。这种
需求是个性化的，每个人遇到的问题都不一
样。而且这种信息越快越好，信息慢半拍，
到了市场上就会慢一截。有了互联网，这种
个性化的需求确实得到了很好地满足。“如
果没有互联网，还真不知道我们回到村里该
怎样当农民”，他说。

“大学生农民尽管还是一个数量不大的
群体，但给黄梅农业发展带来了新气象。”黄
梅县县长马艳舟说，黄梅县委、县政府专门
组织有关部门与他们对接，进行政策和信息
方面的具体帮助。田野成为大学生创业的
沃土，大学生给农业带来了新希望。

南飞雁，纷纷回，雁城衡阳把梦追。
湖南衡阳，为让青年的创业梦想成真，通
过政策引导、技能培训、资金扶持等多措
并举打造青年“创业城”。

梦想是金，真金白银的扶持为青年的
创业梦想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2014 年 4 月 30 日，在衡阳市“第二季
青年创业梦想秀”活动现场，政府用资金
杠杆撬动青年创业梦想的“第一桶金”。

“我带来的方案是四旋翼航拍飞行
器，航拍让生活飞翔起来⋯⋯”来自湖南
工学院的大一学生张磊喊出了自己的梦
想宣言。同他一起站上舞台的还有 9 位
青年，他们中既有投身农村从事种养殖、
帮助村民致富的“大学生村官”,又有尚未
毕业就尝试“亲享购”电子商务的在校大
学生，还有环保创业达人。这 10 位创业
青年都得到了团市委颁发的“圆梦基金”。

自 2013 年开始的“创业梦想秀”，是
衡阳市为创业青年送上的特殊礼物。衡
阳团市委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市开展青年
创业项目征集活动，每年征集青年创业点
子上百个。同时，募集到了 100 多万元圆
梦基金，并将持续注入新资金，保障基金
长期有效运转，所募集的圆梦基金全部用
于无偿资助全市创业青年。

政府的无偿援助毕竟是有限的，而资
金的困境在创业中并非个案。祁东县返
乡青年唐见有就曾面临这样的问题。直
到 2009 年 4 月，唐见有获得湖南省信用
联社衡阳办事处的授信，可得到 3 万元的
创业小额贷款。他是衡阳市首批获得授
信的 12 名代表之一。

衡阳市在调研中发现大部分青年有
创业热情，但普遍缺少启动资金。如何解
决这一难题？衡阳市先后下发了《关于大

力推动小额贷款项目促进青年就业创业
工作的意见》、《关于收集衡阳市符合邮储
银行小额贷款条件的创业青年商户、农户
信息的通知》，大力推进青年创业小额贷
款的全面推广。2009 年，市农业银行、邮
储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 3 家金融单位为
首批 120 名青年提供青年创业小额贷款，
质押贷款最高额度为 100 万元，授信金额
突破 300 万元。

同时，建立青年创业担保基金，由市
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以“团委输送
项目+担保公司审核+银行机构贷款”为
运作模式，每年为 100 名创业青年提供无
抵押小额贷款、企业融资担保金减免等相
关服务。6 年来，衡阳市通过基金扶持、
小额贷款、投资引导等方式，联合金融机
构累计发放青年创业小额贷款 1.9 亿元，
募集创业扶持圆梦资金 175 万元。

扶持创业放飞青年梦扶持创业放飞青年梦

2013 年 6 月，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
学院、三叶中小企业创业基地、衡阳光学仪
器厂等 10 家“衡阳市青年创业孵化基地”
授牌。同时，10 家“衡阳市青年就业创业
见习基地”也宣布成立。

共青团衡阳市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成
立“青年创业孵化基地”就是为了降低青年
创业成本，提高创业成功率。

2014 年，以衡阳师范学院仁智创业学
院为平台，整合政府、企业、高校、社会团体
等多方资源，采取高校联动、政府扶持、社
会参与的联建方式，衡阳市青年创业园的
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

《衡阳市 2014 年促进青年创业行动计
划》显示，一系列长效机制的活动平台已在
衡阳搭建：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青年创
业孵化基地、青年就业创业移动信息平台、
青年创业行动、大学生村官创业成才⋯⋯
一个又一个平台成为青年创业的“练兵
场”。今年，衡阳市还将开展青年创业培训
8000 人次，为青年提供就业岗位 1500 个，
帮助青年成功就业 800 人以上，帮扶 220
名以上青年获取创业贷款，帮助青年参加
见习 400 人次左右，培养 550 名农村青年
致富带头人和 14 名开办中小微企业的城
市青年创业人才，推动县（市）区成立 8 个

创业服务社会组织⋯⋯
以活动凝聚活力，创业就业主题活动

精彩呈现：“创业青年面对面”大讲堂、“我
的事业在家乡”主题活动、“总经理助理见
习计划”⋯⋯

“一方面要帮助青年树立正确的就业
观，树一批青年创业典型，以创业带动就
业；另一方面通过创业培训，加强培训内
容与岗位需求的衔接，重点针对大学生、
城镇就业困难青年、新生代农民工、返乡
创业青年，联合有关部门和学校广泛开展
培训，每年培训 3000 名创业青年。”团市
委负责人介绍说。

长效机制打造活力城长效机制打造活力城

青年创业在“雁城”
——湖南省衡阳市高校毕业生创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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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互联网思维带到田间
——湖北省黄梅县大学生回乡创业调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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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校走出更多“老板”

2004 年，陶新宇从北京某大学毕业
后，应聘到海南航空集团三亚凤凰机场工
作。两年后，他带着仅有的 2 万元回到了
湖南省衡阳市衡阳县，在西渡镇咸水村承
租了 88 亩土地，种植从海南带回的美国库
拉索芦荟。

当时，衡阳县几乎无人认识芦荟。当
芦荟快要上市的时候，陶新宇还没有找到
一家意向客户。他跑遍了衡阳县及周边所
有的化妆品、饮料、食品厂家，但都以失败
告终。“回到家，望着满园可以采摘的芦荟
和辛辛苦苦帮我干活、眼巴巴望着我回来
的父老乡亲，我的心都紧了。”陶新宇说。

为了打开销路，陶新宇连夜翻看所有
关于芦荟功效的书籍，终于在新鲜芦荟功
效那一章上找到了曙光。第二天天刚亮，
他就带着几片新鲜芦荟出门了。3 天时间
里，跑了 6 家大型连锁超市，10 家大酒店
和两个大型的花卉市场。在他“先代卖”
的请求下，一家大型超市终于答应芦荟上
架。花卉市场也终于在“一株芦荟可以吸
收 3 立方米空气中 99%甲醛”的广告下同
意代卖。就这样，他的生意开张了。

慢慢地，陶新宇的芦荟名气大了，长沙
沃尔玛、家乐福开始卖他的芦荟，原有产量
已经不能满足市场。2008 年，在衡阳县政
府支持下，他在英陂农业园内承租了 150
亩土地，注册“衡阳县伊玛芦荟开发有限
公司”，开始了稀特蔬菜种植之路。2009
年，他获得湖南省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的
5万元创业资金，加上自己的 10万元，在青
里村流转土地 110 亩，并带动该村 20 位农
户。2010 年，他又在南岳白石峰发动当地
农民种植稀特蔬菜约100亩。

2012 年，陶新宇公司的产品成功申报
“国家无公害农产品”认证，企业名称也变
为衡阳县花满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又被衡阳市政府评定为“衡
阳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2014 年 4 月，陶新宇公司旗下的“草
亦疏蔬菜直销店”开张，很快在衡阳市和
西渡建成 8 家直销店。目前，草亦疏蔬菜
已拥有英陂、青里、南岳高山、九联移民 4
个主要基地，带动约 100 户农民，雇佣了
80 多位农民工，种植面积达 568 亩，年产
量约 3000吨，年销售额 1000多万元。

对接创业“金点子”

创业是强者的路径，不管起步时这创业

者看上去多么羸弱渺小。在对几个地方的采

访调查中我们发现，相当一部分毕业生决定

创业，其实是认知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后作

出的反应，也就是说，他们想通过自己的创业

来改变被动就业的命运，也改变就业市场格

局。所以，或许连他们自己都没意识到，本质

上，学生创业者大多是以强者的心态进入市

场经济这个汪洋大海的。

不少地方政府部门却低估了创业学生，

把他们当成了需要帮扶的弱者，于是就有了

“保姆式”帮扶——全部创业所需手续、过程

包括必经的艰难，学生都不需经历，只需高高

兴兴地跟在政府工作人员后面签几次自己的

名字即可开张当老板。

为了鼓励大学毕业生创业，各地政府纷

纷出台优惠政策，免税、免场租、提供项目库

等，有些还举办各种引导活动，如创业大赛

等。这些政策措施确实起到了调动学生创业

热情的作用，也让创业者切实感受到了政府

的关怀与支持。但是，鼓励、引导不能过度，

更不能把创业学生们当弱者，以帮扶的姿态

去对他们进行全方位的帮助。

过度帮扶，爱即是害。这种爱的害处在

于，它破坏了森林法则这一市场经济的基本

规则，让年轻的创业者从起步时就面对一个

不规范的市场规则。更重要的破坏还在于，

这种帮扶使得创业者的激情不能最大限度地

得到激发，容易让他们从一开始就对自己的

能力产生怀疑，从而降低自信。采访中就有

学生心悦诚服地说，没有某某机构人员领着

办事，自己肯定办不成这个公司。

没有自信的创业者，即使创意再好，成功

的几率也不会高。

对于学生创业，政府应该做的是创造开

放又坚实的创业平台、自由又公平的市场环

境，把该给的政策给到位，该微笑的窗口全打

开，而不是以教师、家长、保姆甚至管理者的

姿态去手把手地扶着创业者走路，更不必给

学生们指定那种自己从没创过业的演说者当

什么“创业导师”。最好的创业导师是市场。

帮扶应有度，过犹不及同样适用于创业

引导与鼓励。

过度帮扶

爱即是害
隋明梅

2011 年，大学毕业的周文成为了一名

“大学生村官”。她在家族果园的基础上，

建成了“幸福农庄”，想探索出一条在农村

发展种养与休闲旅游相结合的路子。目

前，农庄已投资 350 多万元，占地 200 多亩，

有 10 多名洋湖村的村民常年在此务工。

她还为周边村民提供了上万只优质乌鸡种

苗和许多果树苗，并多次组织村民进行技

术培训。她还牵头成立了一个贫困学生帮

扶小组，为 4 名家庭困难的学生每人每年

提供 2400 元资助。图为周文正在给村民
发放乌鸡苗。

(图片由衡阳团市委提供）

图 说

陶新宇在田间收获蔬果。 （资料图片）

④

餐厅也能种蔬菜

我希望打造这样一家餐厅：顾客的四周

是冬瓜、茄子、西红柿等蔬菜瓜果，他们吃下

去的是绿色有机的美味，吃饱了，可以推着购

物车漫步在田园中，可以拿起锄头种下喜欢

的蔬菜水果，更可以走进生态养殖园区，与动

物亲密接触。

——唐小作 常宁市高科种养殖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

“美绣天下”致富大家

我的创业项目叫“美绣天下”，针对留守

妇女收入水平低的现状，为她们提供工作机

会。项目初步以十字绣产品为主，后期将陆

续增加中国结、绣花鞋等产品。这些手工产

品将在城市进行实体店销售和网店销售。同

时，将建立“美绣天下”公益基金会来帮助留

守儿童、空巢老人等弱势群体。

——王倩 “美绣天下”公益公司创始人

村头飘香有机茶

我创业的地方在衡阳市祁东县粮市镇茶

园头。2011 年，我创办了茶园头茶艺馆，创

立属于我们全村人自己的茶叶品牌——茶园

头有机茶和茶园头普洱古树茶，拥有了我们

自己的茶园，有了专业的种植、加工技术和茶

文化推广团队。我相信，在我们的努力下，家

乡废弃的荒山一定会重新弥漫茶香。

——赵美丽 茶园头茶艺馆馆长

低成本养出健康猪

养猪也要走新路。我们采用自己研制的

南岳衡山土著菌，进行直接饲喂和发酵床发

酵。土著菌直接饲喂可以促进猪的生长，降

低肠道疾病发病率，减少抗生素的使用。发

酵床是把土著菌与锯木、谷壳、米糠等物质加

水搅拌，铺垫在猪圈的地面，让粪便在发酵床

上充分发酵，成为猪的食物，实现了饲料二次

利用，节约饲料成本，同时也减少了粪便对环

境造成的污染。

——刘俊宏 衡阳生态养猪公司创始人
（本报记者 刘麟整理）

湖北省黄梅县是长江北岸的传统农业大县，粮食产量两年前突破 10 亿斤。农民纷纷外出打工，仅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就有 20 多

万。这几年，一些大学生“逆向”创业，回到这片土地上来。新时代的大学生能否适应农村？请看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