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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中午，湖南省武冈市城东中学校长邱盛登都
要对每个教室逐个巡查。此刻，学生们正趴在课桌上
甜蜜地午睡。尽管穿着一双布鞋，但邱校长还是踮着
脚尖，生怕发出一丁点儿声响来。

2002年 6月，以邱盛登为首的 14名贫困高校毕业
生共同创办了这所学校。创建之初，城东中学只有 1
个班、100 多名学生，现已发展成有 16 个班、1000 多
名学生的初中学校。学校的学生大都是进城务工的农
民工子弟和周边慕名而来的城镇学子。

“我们都是邵阳学院 2000 年毕业的同一届大学
生，都来自武冈双牌、水浸坪等边缘贫困乡镇，都想把
自己所学奉献给农民工子弟，共同的理想把我们团聚
在一起，开始了创业办学之旅。”回忆起创办学校之初
的种种艰难，邱盛登百感交集。14 名穷学生东凑西
借，好不容易筹集了 2 万多元，租用了原洞庭小学的老
校舍，购买了课桌、课椅、黑板，修建了厨房、厕所，终于
建成了学校的雏形。

“前 3 年没领取过一分钱工资，都是单身的我们与
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同生活。2005 年第一届学生
毕业时，我们学校一个班有 21 名学生考上了省重点高
中。现在我们学校的教学质量稳居武冈市前 3 名！”副
校长李慎甜介绍，城东中学的生源质量远没有其他学
校好，招收的学生一般都是城里公立学校“大班额”挤
不下的农民工子弟和一些留守儿童，以至于初一开学
前，学校都不得不进行一个月的小学知识补习。

学校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各种荣誉奖牌。城东
中学年年被评为“德育教育先进单位”，2013 年被评为

“目标管理考核先进单位”。邱盛登感触良多地说，“这
些成绩都是经过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严格管理、合力
进取获得的，每一项成绩来得都很不容易”。邱盛登忘
不了 2003 年 10 月，14 名老师凑了 6000 多元，准备修
建一个水泥地板篮球场。大伙用洗脸盆端着水泥、河
沙、砂石等材料往场地上填，不少老师的手掌都打起了
血泡。学生们见后十分感动，纷纷加入到运送材料的
队伍中。

“老师学生以学校为家，学校建设怎么会搞不好？”
邱盛登说。目前，该校已有教职员工 53 人，被评为“湖
南省大学生创业基地”。“下一步，我们准备建新校区，
进一步改善教学环境，让进城来的农民工子弟们也能
享受优质教育！”邱校长代表 14 名共同创业的同学，勾
画着学校的美好蓝图⋯⋯

黄雅：

为幸福“快递”
本报记者 刘 麟

小心翼翼地轻拿轻放、认真细致地辨认字迹、有条
不紊地归类分区，在湖南省邵阳市新邵县申通快递公
司仓库里，总经理黄雅正带着员工们忙碌着。“这是全
天第一道工序，接着就要骑着摩托车送这上千个邮件
了。”黄雅开心地笑着，“我们的追求是把幸福在第一时
间快递给客户。”

黄雅于 2011 年 6 月从河南省郑州市轻工业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毕业。一毕业，他就到邵阳申通快递公
司见习。2012 年 5 月，他到新邵县创办了新邵申通快
递有限公司。

创业初，整个新邵县的快递并不多，但哪怕只有一
两个快件，黄雅也风雨无阻、幸福“快递”。后来，新邵
的快件渐渐多了起来，但他始终坚持诚信服务：县城是
派送服务区的，他尽量亲自把邮件送到客户手中；乡镇
的，他一个一个地打电话通知，并想办法把邮件送达客
户。2012 年底，黄雅接到一个从四川邮寄的快件。此
快件没有收件人电话，收件地址是该县雀塘镇的偏远
乡村，既不在派送范围之内，又无法联系收件客户。他
只好给发件人打电话。原来，发件人不回家过春节了，
但担心独自留守在家的母亲，只好给母亲快递一部手
机以备急用。黄雅驾驶摩托车冒雨出发，在泥泞不堪
的乡道上一路打听一路走，终于把快件送至这位老奶
奶手中。老奶奶扶着衣服几乎全部湿透的黄雅说，“回
去还要走 2个多小时，先吃碗姜汤再走吧”。

黄雅把幸福快递给了客人，自己也收获了幸福。
如今，他的公司已有员工12人，其中大学毕业生4人。

黄雅把快递做成了事业。两年来，除了春节休息

几天外，他几乎天天上班，快速、准确、安全、周到地为

客户提供服务。 艾 哲摄

邵阳是湖南省的人口第一大市，“大
人会养猪，小孩会读书”的传统让邵阳市
每年有数万名青年学成归来，为古城增
添了新的活力，也为邵阳带来了巨大的
就业压力。

一般的高校生一无技术、二无资金、
三无平台，总是处在“有业难创”、“无业
可创”的痛苦与无奈中。邵阳市委、市政
府及时发现了大学生的这一难题，并因
势利导进行破解。

邵阳市积极实施“大学生村官”工
程，大力开展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
作，让广大高校毕业生在广大农村学有
所用、学有所为，立足岗位显风流；充分
发挥人才市场、职介中心和大学生创业
就业指导中心的阵地作用，积极搭建创
业桥梁。今年上半年，市人社局专门到
高校举办应届毕业生座谈会，宣传创业
就业政策，并组织 600 多名高校毕业生
参加 20批次创业培训班。

同时，该市还全面落实有利于高校
毕业生创业就业的税收优惠、小额担保
贷款、资金补贴等扶持政策；对新招用高
校毕业生的劳动密集型及小微企业，对
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建立的小微企业，
给予各种补贴及优惠，如岗位补贴、社会
保险补贴、职业培训补贴、税收优惠和小
额担保贷款及贴息政策等。

大祥区青年朱文，大学毕业后创办
了邵阳威龙猪人工授精中心和邵阳市泰

鸿农民专业合作社。他依托村级组织活
动场所、村务公开栏、远程平台、农家书
屋和 QQ 群等载体，积极在当地青年中
开展“传帮带”活动，带动农村青年创业，
在当地产生了较好反响。当他的公司资
金运转需要帮助时，邵阳市为他申请了
省团委青年创业资金贴息项目贷款 30
万元，2014 年又继续为他推荐了市金融
超市贷款项目资金 150万元。

截至 2013 年 9 月，邵阳市共发放高
校毕业生小额担保贷款 115 笔 730.8 万
元，扶持自主创业 121 人，带动就业 324
人；发放高校毕业生职业介绍、职业培训
和创业培训补贴资金 300 多万元，有效
地促进了高校毕业生创业。

在邵阳的采访，让记者想到了生活中的一件事：为什么

加了糖的苦咖啡总是喝到最后才有甜味？那是因为没有搅

动激活！创业就像这一杯加了糖的苦咖啡，只有搅动激活梦

想、热情，才会在第一口的苦涩中带着丝丝甜味，紧随而来

的是越来越甜蜜的味道！

靠什么来激活？邵阳市市长龚文密认为，必须用政策来

激活大学生们的激情，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就业观，积极提

供优良的创业环境和就业岗位，树立一批创业典型来点燃

他们的梦想，以创业带动就业。

压力催生动力，梦想燃烧激情。在邵阳，记者见证了一

群被搅动激活的年轻人的“创业宣言”——古城邵阳，谁说

岁月斑驳容颜？我们这一代年轻的“宝古佬”，正用青春的活

力，承袭这座古城的文化底蕴，去放飞冲上云霄的梦想！

给创业咖啡加点激情糖
刘 麟

在广大农村，高校毕业生用年轻的
眼光，发现了一个个创业致富的好项目。

双清区高崇山镇长木村高校毕业生
曾剑波自主创办了长木经济开发公司，
在当地党委、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的支
持和帮助下，曾剑波利用长木村现有土
地资源，建立了一个高标准的葡萄生产
基地，年产值上百万元。

湖南坤乾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文
艺，从河北大学经济学院毕业之后，以

“健康养生、原汁原味”的理念开发玉竹
产品。2010 年，他成立湖南坤乾食品有
限公司，引进一流的机械设备和研发团
队，确保了产品质量。玉竹产品成功上
市后，李增庆又推出了杨梅汁，市场反响
很好。现在，他的公司有两个全国第一：
玉竹饮料是全国第一款不添加任何香
精、色素、防腐剂的饮料；杨梅汁是全国
第一款杨梅原果榨汁饮料。2013 年，该
公司“一品东方”杨梅汁饮、玉竹饮料再

次荣获“中国中部（湖南）国际农博会金
奖”和“中国中部最受消费者喜爱的农产
品品牌”。

年轻人敏锐的眼光，还催生了“中国
水洗类面膜第一品牌”——御泥坊。出
生于邵阳市洞口一个小山村的高校毕业
生戴跃锋，2006 年在一次湖南商盟淘宝
卖家沟通会上，被邵阳市隆回县滩头泥
浴开发有限公司的“御泥坊”护肤产品迷
住了。他经过调研发现，该产品在古代

不仅曾作为贡品上贡，在民国初期更远
销欧美和日本，至今半成品每年仍出口
到日本、韩国等地。他立即决定要做这
个品牌的网上销售代理商。

2007 年，戴跃锋的御泥坊淘宝网店
正式开业。短短几年，戴跃锋已是湖南
御家汇网络有限公司、湖南御泥坊化妆
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目前拥有御
泥坊、师夷家、花瑶花、小迷糊四个护肤
品品牌，公司自主研发的多个护肤品配
方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自主设计的护肤
品外包装还获得德国红点设计大奖，成
为中国化妆品品牌中首个获得该国际大
奖的品牌。目前，御泥坊品牌在全国已
经拥有超过 500万名消费者。

地里长出大企业

会读书也会养猪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副司长荆德刚日前
谈到大学生就业工作时说，“我注意到经济
日报近期介绍、推介了七八个城市的大学
生创业工作，各地积累了不少有益经验。
在大学生创业工作中，思路和重点很重要，
要用勇气和智慧打造创业升级版”。

荆德刚表示，2014年全国普通高校毕
业生将达727万人，比2013年增加4%。据
调查，应届毕业生中70％的学生首选大城
市、60%的毕业生首选党政机关、事业单位，
但大城市、机关事业单位又无法接纳这么多
毕业生。因此，做好就业引导，尤其是鼓励
大学生创业，将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

荆德刚说，目前大学生创业主要存在
3 方面问题：一是门槛高、手续多、贷款

难。二是从统计数据看，大学生创办企业
和自主创业的人数并不多，比例还较低，
创办的企业还比较脆弱，政府和高校为大
学生提供的服务远远满足不了创业的现
实需要。三是受社会环境、传统就业观念
和政策激励不足的影响，目前我国大学生
创业的积极性还不高，社会、高校对大学
生创业的帮扶意识不强、帮困手段不多。
前不久，在教育部举行的“华普亿方杯”首
届全国高校创业指导课程教学大赛上，企
业家、高校专家以及一线的同志一起讨论
研究创新创业话题，形成了把结果作为创
新教学目标的共识，令人欣慰。

激励大学生自主创业，我们要着力抓
好 8 方面的工作：抓政策、抓“门槛”、抓资

金、抓场地、抓服务、抓引导、抓帮扶及抓
反馈。荆德刚认为，要切实解决创业过程
中的瓶颈和壁垒问题，充分利用手机短
信、微信等加强政策宣传和解读，使每一
位毕业生都了解政策、用足政策。同时，
抓反馈要注意抓正反两个方面，不仅要总
结成功的原因，也要关注创业没有成功的
案例，只有厘清了原因，才能对症下药。

在谈到创新创业的工作思路时，荆德刚
表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国家战略，
促进创业是时代要求。不论从历史还是现
实看，现在到了用勇气和智慧打造创业工作
升级版的时候了。这要求要做到3个转变，
一是由单一的创业教育向丰富的创业实践
转变，二是由单纯的创业指导向持续的创业

帮扶转变，三是过程导向向结果导向转变。
创业教育搞了这么多年，需要转型和升级，
不能孤芳自赏。如果说创业教育搞得非常
好，但创业的人数非常少，那不是创业教育
有问题就是工作方式有问题。

因此，做好创业工作的基本思路是：
一、深化改革，创业指导和创业教育都要
改革，纸上谈兵、坐而论道没有出路。二、
突出重点，当前要抓住指导和服务不到位
这个重点。三、统筹协调，要主动出击、积
极协调，凝心聚力，形成合力，精准发力，
争取做到事半功倍。

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各方面的共同
努力，大学生创业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
一大亮点。

走出校门跃进“农门”
——湖南省邵阳市高校毕业生创业调查

本报记者 刘 麟 通讯员 罗健康

让学校走出更多“老板”⑧

针对经济日报近期连续推出大学生创业系列报道，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副司长荆德刚谈大学生创业工作

创业指导和创业教育都要改革
本报记者 姜 帆

应届毕业生中70％的学生首选大城市、60%的毕业生首选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选择创业的比例却很低，这说明现在到了

用勇气和智慧打造创业工作升级版的时候了。

采 访 感 言

政府作引导，社会搭舞台。为了使
高校毕业生在校期间能学习到企业管
理、企业经营等知识，为他们毕业后自主
创业打下基础，邵阳市审批邵阳医专附
属医院、湘窖酒业等 7 家单位为大学生
创业就业见习基地，湖南信华食品有限
公司、湖南雪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等为
大学生创业基地。

湖南省经济效益百强企业——湘窖
酒业公司坐落在邵阳市北塔区。该企业
是邵阳最大的“创业就业实习基地”、“产
学研基地”。截至今年 5 月，已有 30 多
名学生经过该公司的系统培训后，到广
大农村、城镇创建了自己的公司。

在位于洞口县的邵阳市首家省级创
业孵化基地——洞口雪峰建材城，进入

创业孵化基地的创业大学生，可以享受
2 年的场地租金及税费减免政策；创业
资金不足的大学生，可以享受 2 年 10 万
元的小额担保贷款贴息。目前，该基地
聚集了一批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其中大
专学历以上人才占 80%左右。该基地
正与中南大学、湖南农科大科研院所合
作，着手建设工业科技园，共建大学生创

业孵化科技园区；该基地正在筹建的农
业科技园以农业科技开发为核心，将引
进 30余家企业。

邵阳市市长龚文密表示，高校毕业
生创业就业，不但能解决大学生就业难
的实际问题，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必
须下大力气抓。我们既要帮助他们树立
正确的创业就业观，为他们提供优良的
创业环境和就业岗位，又要树立一批高
校毕业生创业典型，以创业带动就业；既
要创建高校毕业生信息档案，又要加强
创业培训，联合有关部门、高校、企业等
广泛开展培训。

走出基地开公司

邱盛登大学毕业后，和 10 多个同样出身贫困的同学一起，创办了农民工子弟学校武冈市城东中学，

由他担任校长。图为邱盛登在课堂上辅导学生学习。 艾 哲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