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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创业的意义非常重大，青年创业能够为市场注入新的活力，促进经济增长。这其中，许多青年主动走进乡村，在
乡村的土地上挥洒汗水，在田间地头都能够看到青年奋斗的身影，在乡村创造了一片属于青年的“诗与远方”。

近年来，罗源团县委结合由“1+1+N”构成的“好年华・聚福州”人才政策体系，在福州市内率先将青年创业人才纳
入罗源县高层次人才（G类）认定范畴，积极探索“引育留用”新措施，让青年拥有“试错空间”，扶上马送一程，创造更加适
合青年发展的创业环境，摸索出一条罗源青年创业的乡村振兴之路。

日前，记者以福州罗源为观察样本，走访当地的创业者、管理者，共同描摹青年创业在乡村振兴中的图景。

搭桥铺路引进来

“早上醒来吹吹风，起来喝杯咖啡，摸
摸猫逗逗狗，这不就是理想生活嘛！”游客
张莉莉站在畲乡石屋咖啡厅里感叹，她从
短视频平台上刷到罗源松山镇八井村的
畲乡里民宿度假区，就一直对这里充满向
往，终于有空申请了假期，从繁忙的工作
生活中逃脱出来，来体验一把朝闻鸡鸣犬
吠、夜枕星河入梦的生活。

在八井村，畲乡里民宿度假区成了文艺
青年最爱的休闲去处。在国庆假期前，民宿主
理人林情重新装修升级了民宿内部以及石屋
咖啡厅。畲乡里民宿依山而建，坐落在梯田
间，咖啡厅由村里的闲置粮仓改造而来，斑驳
的白灰黄土墙壁增添了几分古朴色彩。

“自己做民宿就是因为情怀，所以才
能一直坚持下来。”林情回想起自己这么
多年的创业之路，反复提到“情怀”二字。

建筑设计专业的林情进入设计院工
作，被“996”的超负荷工作拖垮了身体，决
定从城市的快节奏出逃。在休息期间林情
走遍了世界各地，住过各种各样的民宿，
一个念头也在她心里开始萌生。

“那不如就由我亲手创业，打造出自
己想要的一片天地。”林情想。

2016 年，林情从设计院辞职，和几个
设计师朋友一起在闽清承包了两栋房子
建设民宿，在试水成功后，林情决定回到
家乡。2019 年，林情在罗源县各个乡村查
看，想要寻找一个适合打造古朴原生态民
宿度假区的村落，最终来到了八井村，村
民们都搬去了山脚下，这里有一片坐落在
梯田间的荒废旧屋，林情亲自设计并参与
改造了三栋老宅。作为畲乡里民宿度假区
的主理人，林情也留在了这里，负责民宿
的经营。

吸引林情回到罗源创业的原因之一，
还得从一场比赛说起。2019 年，罗源县举
办“青春筑梦・创响罗川”乡村振兴创业创
新大赛，这是福州首次举办以乡村振兴为
主题的创业创新赛事，吸引了青年双创人
才、返乡创业青年等百余个创业团队报名
参加，以青年创业者的新思维，将视线聚焦
乡土，寻找乡村中创新创业的新思路。

罗源县立足农业大县实际，持续实施
青年返乡下乡创业帮扶计划，以创业带动
乡村产业振兴发展。正是这场乡村振兴创
业创新大赛，给青年人才搭桥铺路，让青
年可以走进乡村一展身手。

在比赛中孵化出 103 个创新创业项
目，其中有 14 个项目脱颖而出，流蜞人工
苗种繁育及养殖基地、“南山下”民宿、吉
壁“互联网+鲍鱼”农村电商……这些项目
无一不聚焦乡土，参赛项目面向乡村，也
给青年创业者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主
动走进乡村创业。

创业大赛的一个重要评判标准就是考
察项目的落地性、实用性，想要持续发展，
不仅要“落地”，更要“生根”。即使项目已经
试行成功，但大多数项目最后还是面临结
束，能够持续发展下去的项目仅有少数几
个。到现在，14 个进入决赛的项目中，成功
落地并坚持下来的项目仅仅剩下6个。

要如何改变现状，成为困扰创业青年
的一大难题。

把体育加入研学，是陈鹏霖做的一次
大胆尝试。2016年，在浙江已经创立两家公
司的陈鹏霖决定返乡创业，与妻子一起开
发“小时候生活农场”项目，种起了艾草。

“最开始创业就想着要回到家乡，后
来想，既然要创业，那不如就做自己擅长
的事情。”陈鹏霖说。他利用自己曾经学体
育的优势，对凤坂村荒芜的田地和闲置房
屋进行改造，团队参照省级体育旅游休闲
基地和国家级户外体育活动基地标准建
设了小时候户外营地。这是全省率先提出
以体育为载体，把国防科技教育和体育课
程相结合的研学基地。

像陈鹏霖的小时候户外营地、林情的畲
乡里民宿，以主理人为中心的创业模式成为
青年创业最为常见的运营模式，在大多数创
业团队中都存在一个“灵魂人物”，他们作为
带头人引领着整个团队向前闯。

筑巢引凤留下来

如何让有志青年可以放心留在罗源
创业，成为罗源县共青团需要解决的迫切
问题。

在斌溪村，曾经从全国各地涌来了一
群“乡创客”，当时可算是一片热火朝天。
由福建艺术职业学院创业导师许国发作
为带头人，开展“古厝认养计划”，吸引了
大批有志青年。刚开始，十几个青年把计
划做得火热，但在各个项目正式落地前一
行人却犯了难，村民不理解这些人究竟要
做些什么，再加上加入计划的几乎都是外
地来的青年，双方之间没有进行深入的沟
通，合作意愿未能够达成一致，以至于业
态停止，创客们也纷纷退出认养计划。

在失败中吸取经验，也是青年创业者
们在成长的道路上需要学习的一节课。走
进乡村的创业青年，只靠“情怀”是没有办
法坚持下去的。栽好梧桐树，自有凤凰来。
将青年人才“流量”变“留量”，做好栖息的
环境，凤凰才会在罗川大地上起舞。

“为了能够让已经成功的创业青年人
才和正在创业起步阶段的青年人才互帮
互助，在团县委的发起推动下，2021 年 11
月正式成立罗源县青年创业促进会。”罗
源团县委副书记于佳介绍，如今罗源县青
年创业促进会已经成为罗源创业青年交
流学习、增进友谊的情感家园和集聚能
量、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在省、市团委的帮助下，每年针对创
业青年需求举办公益培训，开展创业就业
政策宣讲服务；开展导师创业“巡诊”活
动，由创业导师为创业青年提供一对一陪
伴式指导帮扶。同时，罗源青创也在推进
本土青创导师培养，通过福州青创“青翼
创”计划两岸导师认证培训，为在罗乡创
青年深度嫁接导师资源，培育首批 5 名罗
源籍青创认证导师。

陈鹏霖是罗源县青年创业促进会的
秘书长，也是培育的首批青创认证导师。

“我们青创会提供心理扶持、智力扶持、资
源扶持，为辅助青年创业促进会的成员们
成长，也会聘请专业导师进行创业辅导。”

青年创业促进会不定期举办拍砖会，
由各个项目负责人提出自己的项目想法，
其他成员提出意见和建议，帮助进行梳
理，成员们会互相加油鼓劲，也会互相“打
击”，在互帮互助中共同发展。

为了更好地服务创业青年，协会聘请
了 10 位国内创业领域知名专家为协会青
年创业导师，整合创培资源，积极吸纳专
家学者、优秀企业家成为青年创业导师。

“罗源县各部门积极为在罗创业青年
创造舒适的创业环境，让我们这些来到罗
源的、回到罗源的创业青年能创业、敢创
业。”罗源县青年创业促进会会长、第二届
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周洪磊说。

扶持青年创业，需要配置符合人才发展
的营商环境。刚开始创业的青年没有社会经
验，在创业项目起始阶段难免遇到种种困
难。鉴于此，罗源团县委牵头起草《罗源县支
持青年人才聚罗发展六条措施》，对来罗创
业青年给予政策、资金等多方面的扶持。

“青年创业项目大多都是小微企业，作为
青年创业牵头人，我们在审批流程上减免了
大部分手续。”罗源县行政服务中心党组成员
赵桂芳说，行政服务中心还开通了“惠企政
策”窗口，将惠企政策兑现业务纳入一窗受理
范围，实现企业办事“只进一扇门”。

在资金扶持方面，罗源县也推出了针
对民宿运营的扶持政策。像林情的畲乡里
民宿，曾因为疫情影响经营一度陷入低谷
期。为扶持民宿产业疫后恢复，对通过备
案的民宿给予客房 2000 元/间的一次性补
助，实行限额以上住宿企业、宾馆客房、民
宿能耗补贴。

加大信贷支持也是一项受青年欢迎的
务实举措。罗源县不仅面对所有创业青年，
加大创业信贷支持力度，为创业青年提供
最高不超过 3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推
出专属信贷产品“人才贷”，落实“六项优惠
政策”，提供50万~1000万元的金融支持。

同时用好“银团合作”政策红利，罗源
团县委推动罗源青创与县域 3家金融机构
达成战略合作，提供总额 13 亿元的授信；
累计发放青年创业、助业贷款 5729 笔 8.89
亿元，发放创业贴息贷款 77笔 1086万元。

“我们会持续通过项目路演、导师助
阵、项目对接等形式，鼓励创业青年参加
各类创业赛事，对获奖项目进行跟踪扶
持。”于佳介绍，发挥赛事引领作用，构建

“参赛、奖励、跟踪、扶持”四位一体孵化体
系。在福建省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中，对入
围项目给予一次性参赛补助 2000元；对获
得省赛奖项的个人和组织，按照省赛奖励
金额的 50%给予资金奖励。

“活水养鱼”做下去

在罗源，工艺美术人才辈出，在中国
玉石雕刻界，素有“天下石、罗源工”之说。
基于玉石雕刻人才和石材资源优势，2022
年，罗源推动玉石产业回归工程，全力建
设罗源滨海玉石文化城，出台《罗源县玉
石雕刻文化产业发展实施方案》，在场所
入驻、人才安家等六个方面进行补助。

在师父的带领下成长起来，而后独立
门户开始创业，是在玉石行业里传统的传

承模式。在传祥工坊，叶庄常已经开始负责
店里的主要生意，也参加了罗源“安后石”
第一届雕刻技能大赛。19岁时，叶庄常对玉
石行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经熟人介
绍向省工艺美术大师周凤天拜师学艺，他
以前在外做玉石雕刻，总觉得没有归属感，
在玉石城建成后，他跟着师父一起回到家
乡，开启了自己独立创业之路。

玉石城建成使用之后，有许多青年被
吸引而来，而在政府相关政策扶持之下，
玉石城的青年人对独立创业也更有信心
了。“有优良环境支撑，青年才俊方能建功
立业谋发展。”罗源县高级职业中学的严
进忠老师说，过去罗源玉石行业不景气，
许多做玉石的年轻人都纷纷选择外出发
展，当地的人才留不住，外地的人才回不
来，人才培养上出现了断层问题。

为此，罗源县高级职业中学设立了
雕刻中专班和成人班，持续培育玉石技
能人才，实施新兴玉石文化产业人才培
养计划，采取现代学徒制的人才培养模
式，建设玉石雕刻专业人才库。从技能培
训、创新创业方面对新兴产业人才进行
扶持，每年培训玉石雕刻师 1200 人次。

同时，围绕“罗工巧匠 技能强县”人
才工作打造品牌，举办了罗源“安后石”雕
刻技能大赛、“罗源湾杯”职工技能大赛、
首届县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评选等系列赛
事活动，大力营造尊重技能、尊重劳动的
浓厚社会氛围，吸引大量优质高技能人才
来罗源创业发展。

不只让青年人才留下来，更要让青年人
才能够干起来做下去。想要项目能持续经营
下去，就必须让整个环境变成源源活水。“我
们和团县委协力，搭建青年人才联系服务平
台，建设青年人才服务驿站，常态化联系服务
在罗青年人才和在外罗源籍青年人才，积极
推荐符合条件的在罗就业创业青年参评罗源
县高层次人才，享受配套优惠政策。”罗源县
委组织部人才科负责人陈岩青介绍说。

同时，为了吸引更多有能力、有抱负
的青年人才返乡创业，罗源县制定出台

“1+1+N”人才政策体系，涵盖教育卫生、
青年、工艺美术、技能技术等领域人才队
伍建设，在全市率先将青年创业人才纳入
罗源县高层次人才（G 类）认定范畴，设立
认定和支持办法。

想要青年创业能够真正落地、生根发
芽，不能只是依靠引进人才，更应该培养
出源源不断的本地人才。罗源县打造培育
人才的摇篮，贯彻落实人才强县发展战
略，积极探索山区县人才“引育留用”新措
施、新路径、新办法，“全链式”推进人才队
伍建设，吸纳本地人才返罗、外地人才入
罗，不仅引进人才，还多方培育人才，更让
各类人才有用武施展之地。

青年创业不是一蹴而就的，乡村是一
个广阔的天地，走进乡村的青年，大多需
要在乡村的土地上摸爬滚打，跌倒后拍拍
尘土再一次爬起来，经历不断试错过程。
地方政府不能只让青年依靠“情怀”苦苦
坚持，更要给予青年创业项目政策、物力、
环境等多方面实实在在的支持，扶上马还
要送一程，方能更有效地推动乡村可持续
发展和长效运营。

乡村创业的青年人乡村创业的青年人乡村创业的青年人乡村创业的青年人乡村创业的青年人乡村创业的青年人乡村创业的青年人乡村创业的青年人乡村创业的青年人乡村创业的青年人乡村创业的青年人乡村创业的青年人乡村创业的青年人乡村创业的青年人乡村创业的青年人乡村创业的青年人乡村创业的青年人乡村创业的青年人乡村创业的青年人乡村创业的青年人乡村创业的青年人乡村创业的青年人乡村创业的青年人乡村创业的青年人乡村创业的青年人乡村创业的青年人乡村创业的青年人乡村创业的青年人乡村创业的青年人乡村创业的青年人乡村创业的青年人乡村创业的青年人
□本报记者 庄严 通讯员 林晋如 刘其燚 文/图

核 心 提 示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潘惊石和青年沟通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潘惊石和青年沟通
石雕创作思路石雕创作思路。。

依托古仓画院依托古仓画院，，竹里畲村党支部引导青竹里畲村党支部引导青
年通过发展农民画致富年通过发展农民画致富。。

林情的八井畲乡里民宿林情的八井畲乡里民宿

畲族服饰传承基地畲族服饰传承基地

青年学习畲族苎麻技艺青年学习畲族苎麻技艺。。 研学课上陈鹏霖和孩子们互动研学课上陈鹏霖和孩子们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