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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浔打造乡村创业首选地和人才集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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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黟县开启“非遗贺新春”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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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150家企业提供2218个就业岗位

企业与毕业生双选共赴“春之约”

狼
山
新
春
灯
璀
璨

临近新春，浙江湖州南浔乡村一派热

闹，入乡青年们带着他们的科创农业思维

与对艺术乡建的独特见解，将创业的“种

子”撒播在南浔乡村，从“新农人”到“兴农

人”，为家乡振兴注入活力。

搭建“新就业舞台”
在双林镇，一片140亩的渔场通过“智

能化装备”的应用模式，实现渔业生产的

智能化、生态化、高效化。这里，就是入乡

青年王凌宇的“新就业舞台”。

“区别于传统鱼塘养殖‘全凭经验、水

质全靠看’的方式，我目前做的一方面是

降低养殖成本、控制养殖风险，另一方面

是通过技术，尽量避免抗生素的使用，养

出更健康的鱼。”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的

水产硕士王凌宇说。去年4月，王凌宇成

立了浙一渔业（湖州）有限公司，运营双林

镇共富渔场项目，计划引进全雄鲈鱼、全

雄马口鱼等新品种，建立健康养殖标准及

开展稻渔模式新探索。截至去年11月底，

该渔场已完成销售额160万元。“眼下，渔

场的建设和管理还在逐步完善当中。未

来，我们有信心可以在这里探索出更先进

的养殖方式。”

王凌宇的入乡就业之路是南浔区推

动青年入乡发展的一个缩影。去年以来，

南浔健全青年入乡人才政策“十条”，打造

“区级乡村人才服务中心+片区服务中心+

各村级服务中心”的“1+3+N”乡村人才孵

化平台体系，累计招引青创项目138个，推

出灵活就业岗位约3250个，助力562名

“新农人”实现就业。

其中，将“助力乡创”融入年轻干部

“项目首席负责制”，实施1个项目、1个首

席负责人、1个帮带导师的模式，从搭建招

引平台、提供政策帮扶、保障安家生活等

方面着手，全过程跟踪项目规划、筹备到

落地实施，充分释放小镇友好信号，让更

多青年人才“引得来、待得住、发展好”。

推进“青年入乡村”
2010年，湖州南浔三农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负责人沈彬良辞去了大城市五星级

酒店高管职位，跟着父亲的脚步开始了入

乡发展。“在进行深入的市场调研后，我发

现了黑稻市场的巨大潜力，我们与各大院

校合作，从品种改良入手，总结规范适宜

不同品种的科学种植方法，为黑稻大面积

种植推广提供技术支撑。”

“我们将布局黑稻产业链精深加工，

提取黑稻花青素等营养成分，聚焦大健

康产业，精准选择一款黑米衍生产品投

入市场，将黑稻产业做大做强，并引导村

民发展黑鳖、黑玉米等特色农业。”谈到

产业的未来发展，沈彬良信心满满。如

今，他正朝着助力乡村共富的目标努力前

行着。他也希望，通过自己和其他小伙伴

的现身说法，能激励更多年轻人投身乡村

振兴一线。

打造特色农文旅融合产业，让乡村

成为网红打卡点；深耕传统优势产业，以

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如今，越

来越多有想法、有才能的年轻人选择返

乡就近创业。“新的一年，南浔将积极推

进青年入乡工作。”南浔区农业农村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完善“1+3+N”

乡村人才孵化平台体系，高质量建设一批

现代化农创园、农创客共富基地，推进实

施县域青年入乡发展标志性项目，打造乡

村创业首选地、人才集聚地。

本报记者 唐闻宜

入乡青年从“新农人”到“兴农人”

最近，金华苗农朱

旭伟通过“花木贷”顺利

贷款300万元，采购一批

新苗木，让他惊喜的是，

普通苗木也能抵押贷

款，手续简单、利息低、放

款快，这得益于科技助

农的应用。

日前，在金华市金

东区赤松镇、澧浦镇，6

架无人机按照任务指令

起飞，巡查67处抵押苗

木，巡查面积约3000亩，

原先两个人、一辆车花

费超过5天才能勉强完

成的任务，如今几架无

人机就轻松搞定了，并

且精准度达100%，经济

成本降低90%。得益于

该技术运用，金华“花

木贷”应运而生。

“其实，地上作物、

农业设施、流转的土地

都是资产，但之前，它

们很难作为抵押物贷

款。”金华市金东区农

业农村局（金东区林业局）林业种苗管

理站负责人陈晓玲介绍，早在2021年，

金华就有金融机构尝试推出过以苗木

为抵押物的贷款，但当时对抵押物的监

管主要通过人工巡视以及安装GPS定

位，金融服务成本太高，以至于贷款利

息也相对较高，让不少苗农望而却步。

“这几年无人机和AI技术日渐成

熟，我们开始思考用新技术让评估流程

更简单、监管成本更低，切实解决苗农

贷款难问题。”陈晓玲说。去年2月，金

华浙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研发推出“苗

木监管”平台，接入浙农无人机影像云

平台，搭载大疆无人机，开展实时常态

化巡查，将获取的数据通过模型进行算

力分析，进而获取数据变化，实现对每

一块苗圃的实时监测。通过北斗防拆

卸及定位技术和无人机常态苗圃巡查

智能分析技术监管抵押的苗木，大幅降

低金融服务成本。

在新技术的支持下，“花木贷”应用

更加广泛。目前，“花木贷”已盘活9.5

亿元苗木资产，为苗农节约利息近600

万元，为73户经营户提供2.87亿元苗木

抵押贷款，监管的苗木数量达7556棵。

低空经济在农业的应用场景不再只是

植保、投料、吊运等生产领域，还创新性

地跨界到助农金融服务领域。

本报记者 唐闻宜 通讯员 林上军

孝茶礼、上春山、舞花灯……近日，黄

山黟县开启“非遗贺新春——桃花源里过

大年”主题活动。非遗展示、民俗体验、美

食制作、祈福登高等45项文旅活动，形成

了“祈福、聚福、接福、添福、享福”的五福

临门，邀请游客在千年古县体验传统村落

的年味。

首先是“上春山”登高活动，邀请游客

前往西递前山、美溪打鼓岭、宏村流云等

地祈福纳祥。沿途的登山步道，祈福风铃

随风响起，寓意吉祥如意，在山顶的祈福

站点可写下心愿、挂上祈福牌，西递村还

安排了民俗表演和手工艺品展览，让游客

领略到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

“非遗贺新春——桃花源里过大年”主

题活动还在西递、南屏等地举办“孝茶礼”

民俗体验类活动。“孝茶礼”是徽州地区一

种表达敬意和孝心的传统习俗，晚辈向长

辈敬茶传递了尊敬和感激之情，彰显了徽

州人重视家庭、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作

为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俗活动，“孝茶

礼”也体现了徽州人的热情和好客之道。

黟县还将举办非遗民俗活动，为广

大市民游客送上集文化、艺术、娱乐于一

体的新春盛宴。如在古城放福灯，在碧

山“接太阳”，在古村落踩街祈福等。看

演出、闹民俗、游古村……这个春节，走

进黟县，逛地道皖南古村落，玩出沉浸式

的徽州年。 本报记者 吕倩雯

近150家企业提供高校毕业生就业

岗位2218个，共收到简历4753份，达成就

业意向1343人次……近日，苏州市2025

年“春之约 ·高校毕业生双选会”在苏州市

人才市场举办，涵盖“1030”产业体系众多

重点企业，包括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

术、新材料、软件与信息服务、生物医药及

大健康等产业链企业。

“我是苏州人，刚刚放寒假，看到学校

就业网站发布了双选会信息，有好几家比

较感兴趣的单位，就扫码预约登记了。刚

投了几份简历，聊得还不错，希望能尽快

拿到录用通知书。”来自江苏科技大学的

陈同学表示。除了本地高校学生，还有外

省市学子慕名而来。邢丙法是沈阳理工

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在网上看到招聘会信

息，专程提前一日抵达苏州。

本次招聘活动的举办地为苏州市人

才市场，这里配备了68个数字化招聘展

位，数字化平台引入招聘会统计后台管理

系统，能够对企业职位需求及求职者特征

进行分析匹配。苏州人才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长殷汉根介绍，通过电子屏能实时展示

招聘信息，支持企业电子招聘岗位发布、电

子签到系统、招聘数据后台统计、个人电子

简历制作及一键投递简历等一系列功能的

应用。同时，依托智能算法与大数据分析

技术，为企业推送详细的人才画像，利用智

能匹配系统实现职位与求职者技能、经验

的精准对接，为求职者提供企业评价模型，

定向推送信息，帮助筛选合适的岗位。

“展位配了电子屏，很适应年轻人的

口味。”苏州市福鼎电器有限公司生产运

营总监詹方勇说，这次招聘他没有携带实

体海报，全凭电子屏滚动播出招聘信息，

求职者扫二维码就能了解岗位、投递简

历，十分方便。

作为苏州市2025年首场毕业生双选

会，本次招聘会聚焦2025届高校毕业生、

往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就业需

求，协同联动江苏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

平台、在省内外高校、苏州人才驿站设站

高校、“家门口”就业服务站以及第三方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等，多渠道发动毕业生积

极参与。 本报记者 唐闻宜

近日，南通狼山

2025新春灯会亮灯，为

市民游客带来了一场

视觉与文化的盛宴。

本次灯会由自贡彩灯

匠人悉心雕琢打造了

十余组创意非遗灯组，

现场还有非遗民俗打

铁花、风火轮等火舞表

演，游客可在欣赏绚丽

灯组的同时，沉浸式感

受非遗民俗文化的魅

力。据悉，灯会活动将

持续至2月16日。

许丛军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