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地方想留住青年，既要给舞台，更要暖
人心。

“五一”假期将至，位于小南海镇的初见玫
瑰园里已是一派姹紫嫣红的灿烂春光， 主理人
刘刚和占俊涛正在花棚里直播修枝锄草， 为即
将到来的高峰客流做好各项准备。

说起创业之路，刘刚滔滔不绝。 原来，玫瑰
园开业不久便遇上了规模扩张、 业务转型的关
键期，而资金短缺问题让这对“玫瑰兄弟”犯了
难。 幸运地是，县里举办的创新创业大赛为玫瑰
园送来了“及时雨”。 前沿的种植技术、先进的经
营理念、广阔的发展前景，让他们成功获得了龙
游县创新创业大赛的一等奖。 赛后，县里开启了
青年创业服务“绿色通道”，迅速完成了奖金发
放和贴息贷款等事项的办理， 解决了公司发展
所遇的的燃眉之急。

一株玫瑰的绽放， 离不开青年创客和青年
城市的共同浇灌。 近年来，龙游县大力实施青年
人才拎包创业“一件事”改革，实施初创孵化帮
扶、成果转化通达、文旅休闲优享等 8 项计划，
为青年入乡提供全周期服务。 同时，打造龙游瀫
人才型未来社区、 阜新人才公寓等多个青年人
才公寓，让青年人才在龙安居又安心。

“家一般的安心感，是我留在龙游的原因。
在这里，我们不是单打独斗的‘外来户’，而是乡
村振兴‘合伙人’。”来自北京的“95 后”小伙李德
壮，因疫情原因滞留龙游，却意外感受到龙游爱
才的青年氛围和优良的营商环境， 将自己创办
的户外品牌“制吉”的生产基地从北京搬到了龙
游。 智慧产业园配套齐全、手续办理“最多跑一
次”、人才层次“一键认定”，让李德壮感慨龙游

“太有人情味儿了”。 不仅如此，人才之家定期举
办的青创沙龙、青年联谊等活动，以及青年夜校
的丰富课程， 更为青创客们工作之余的闲暇时
光增添了缤纷暖心的色彩。

据悉， 我县已常态化开展崇学青年夜校，
丰富青年业余生活的同时，还搭建了相互间的
交流平台。 今年以来，累计开设龙游话、八段
锦等特色课程 25 门、138 个班次， 服务青年
2075 人次。

“青”来万物生，“瀫”来又何妨。 乘着乡村振
兴的时代东风， 龙游乡野大地上激情演绎的青
春故事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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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青山留住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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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青年与青山撞个满怀， 会有
怎样的“化学反应”？

是无人问津的乡野里， 拔地而
起的艺术装置景观； 是一片金黄色
油菜花田里，飘起了咖啡香；也是品
种各异的农特产品， 通过直播吆喝
越销越远……

当下，面对缩小“三大差距”的
重要课题，龙游县积极探索实施“青
睐瀫畔”青年入乡计划，汇聚青春活
力助推乡村发展。 2024 年以来，累计
吸引 1500 余名青创客入驻，新增就
业 2000 余人，带动 1200 余户农户户
均增收 1.2 万余元。

“如何将乡村‘沉睡’的资源利用好，推动产业发展
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龙游优渥的人才政策，给了我们
创客在此创业的动力和信心。 ”……4月 28日上午，“乡
创中国看溪口·青春共富竞龙游” 青年乡创大赛启动仪
式暨青春联合会创业季活动在我县溪口镇开启，青年创
客们围坐一起， 饶有兴致地探讨乡创助力乡村振兴的
N种可能性。 而这场每年从不缺席的“青春之约”，也是
龙游实施“青年入乡计划”的重要缩影。

竹编艺术、研学体验、手工作坊……在溪口，处处
都是创意的舞台、青春的布景，还有富含“真金白银”
的人才政策。

比如，打包乡野的创始人郑旭，在杭州深耕设计
行业二十余年，却在事业发展蒸蒸日上时，选择回乡

创业。 问其缘由，“我仔细研究过县里的政策，发现对
我们创业有较强吸引力。 ”郑旭说，“家乡给我们年轻
人提供了有力保障，为什么不试试呢？ ”

“针对回乡创业的青年，我们专项出台了青创产
业和人才扶持政策，在就业指导、项目孵化、生活配套
等方面给予支持和奖补，累计投入资金超千万元。”溪
口镇党委委员金贝说。

除了回来的“原乡人”，还有留下的“异乡人”。
瀫石光生态艺术走廊的 SunsetBar 最近火爆手机

“朋友圈”，主理人徐经理激动地说，“我是在网上看到
龙游有推出共享工位计划，便提交了申请，没想到，不
到半个月时间，就真的入驻瀫馆了。 ”

从青年需求出发，用青山吸引青年。近年来，我县
创新打造“乡野工位”，把稻田、水文站、破旧校舍等改
造成兼具在地特色与现代功能的“沉浸式”创业空间，
吸引了一大批有创意、会整活、高素质的青年人才入
乡，让年轻人在“在山水间办公，在风景里创业”。

据悉，我县聚力聚焦“创客回归、山区共富”新模
式，全面打通青年入乡“引、育、留”关键环节，常态化
梳理、归集、更新各乡镇（街道）、有关部门出台的“惠
青”政策和配套措施 30 余条，涵盖创业空间、金融政
策、 项目奖补等 8 个方面……一揽子举措落实落地，
“青和力”持续加码。

乡村是青年创新创业的沃土，而青年的到来更是
成为助力乡村产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五一’期间，我们大部分的房型已进行预订。 ”连
日来， 灵栖秘境的主理人彭远飞忙得像团团转的陀螺。
还没到“五一”，灵栖秘境就已迎来各地超百人的旅游团
队，提前开启了“假期爆满”的模式。

据彭远飞自述，在两年前的一次出游中，他被龙洲
街道官潭一带的山水所吸引， 便与龙游县文旅公司合
作，把闲置的乡村卫生院改造成“稻田咖啡馆”，把灵山
江畔溪口镇境内荒芜的石角秘境装点成网红景点“龙游
小清迈”，开启了他的乡村“爆改”之旅。

“为了吸引更多青年人，我们整合全县闲置的文
旅资源，创新推出‘国企 + 青创客 + 部门协调’的组
合式运营机制，让青年人做‘沉睡资源’的主导者，不
仅盘活了乡村资源，也让我们龙游的绿水青山能让人

‘记得住、想要来、住得下’。 ”县文旅公司相关负责人
告知。

在这里，农创、数创、文创等“潮经济”拔节而生。
如，龙游姑娘“茶甜甜”通过拍短剧、做直播等“花式整
活”，让龙游黄茶的产销焕发了新生机；“90 后”小伙
张杰将个性和兴趣融入创业，创办了沐尘畲族乡境内

的凤凰洲野奢营地，累计接待游客已达 15 万余人次，
吸纳了 18 人在“家门口”就业。

入乡青年“出彩”，乡村产业“出圈”。近年来，我县
为了吸引青年来到乡村， 大力推广溪口青春联合会、
沐尘石榴红创客等青年组团发展模式，布局培育“夜
经济”“潮经济”，打造了大师工坊、乡村民宿、国潮文
创等青创业态，形成“青年返乡—资源盘活—产业升
级—人口回流”的有效闭环，走出了一条以人才回村
激活乡村资源， 以乡村运营带动村民共富的新路径。
近 3 年来，全县累计招引青年大学生和各类人才回乡
1.8 万余人，催生乡村新业态、新经济项目 150 余个，
带动村集体增收超千万元。

政策赋能 用青山吸引青年

资源聚能 让青年共筑青山

青山敞开怀 青年入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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