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排排白墙灰瓦水墨风的建筑错落有致，游
客如织，产业兴旺……这里就是四川成都崇州白
头镇的五星村。 5 年前，村民还经历着“晴天一身
灰，雨天一身泥”的尴尬。 如今，建设成了新型农
村社区。 返乡创业者可以在此创业， 仅用 15 分

钟，就能从家赶到工作地。
很多外出打工的年轻人，现在回到五星村中

寻得商机，组织起了创业小分队，实现了自己的
创业理想。

王勤 摄/视觉中国

本报记者 李丰

11 月 14 日，贵州省仁怀市长岗镇蔺田村，站在
果园基地观光台上，俯视前方的千亩梨园，一排排
梨树像队列一般整齐，似乎在等待着丰收之日。

这一片梨园是属于返乡创业农民工杨远富的。
“等这片黄金梨上市， 城里人来了就可以一边采摘，
一边享受乡村美景了。 ”他告诉《工人日报》记者，他
的这个愿望，正在这个贫困村里慢慢变成现实。

17 年前，杨远富三兄弟和很多相亲一起从这个
村走出去打工。 “村里的青壮年走得都差不多了，剩

下的都是老人和妇女。 ”杨远富告诉记者，经过十几
年打拼，在外经营有酒楼、木材加工公司，每日收入
上万元。

“贵州交通不便利，我们走出来赚了钱，但走不
出来的村民都还很贫穷。 2015 年，我们兄弟三人开始
考虑回乡发展。 ”杨远富对《工人日报》记者说，“回贫
困村创业谈何容易？找不准机遇就容易失败。”他们兄
弟三人回乡创业之前，内心里有很多矛盾。想回家发
展，又怕路子走不对。 “后来就找一些有经验人一起考
察和谋划。 ”他告诉记者，自己见过很多返乡创业落埋
怨的，不能走这条路。

2015 年 5 月， 正在杨远富三兄弟犹豫之时，遵

义市委常委、仁怀市委书记张翊皓在下乡开展挂帮
工作时听说了杨家三兄弟想要返乡创业的情况，决
定支持他们带动村民致富。 “我们为蔺田村投入通
村公路、旅游基础设施等项目支持，村民们按照“支
部+合作社+农户”模式进行经营制度设计，全体村
民入股乡村旅游产业。 ”

很快，村里成立了“仁怀市尖茶溪种植专业合
作社”，杨家三兄弟注入资金 600 余万元，在石漠化
严重的家乡发展种植业。 乡亲们有了在家就业的机
会，纷纷找上门来。村里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有
了更多的收入来源，旅游经济也带了起来。

“要把家乡建成心中的“世外桃源”。 ”杨远富告

诉记者， 合作社现有会员 148 户， 其中贫困户 66
户。 每一亩地农户利润分成预计可达 4000 元以上。
“一般农家乐是有存活周期的， 要吸引更多人来蔺
田村，还是要动点脑筋才行。 ”

现在，村民们即是股东又是职工，一些脑子活泛
的年轻人还搞起了创意产业。 就在记者采访时，蔺田
村还接待了一家从湖南赶来的创意公司。杨远富对记
者说：“盘活现有的乡村资源， 还要学习经营和规
划。”蔺田村将来还会有婚纱摄影基地，吸引一些机构
来这里举办活动。 他说， 感觉自己也在一步步地成
长。 “要让蔺田村既保有原生态的田园风光，还拥有
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经济业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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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娜

“创业不易，除非铁了心把一件事干好。 要是不
够坚定，半途而废的十有八九。”11 月 15 日，站在自
家已成规模的鳄鱼养殖基地，徐富荣毫无保留地向
前来取经者分享着创业以来的心路历程，他已经记
不清这是第几次公开聊起一路走来的苦辣酸甜，但
他每次都讲得不厌其烦，且会随着自我认知的逐渐
深刻，增添新的体会。

四川省是人口和农民工大省，农民工总量接近
2500 万人。 随着“归雁经济”的兴起，该省出台系列
政策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 据统计，仅 2016 年，四
川省全年新增返乡创业农民工 7.1 万人， 创办企业
1.8 万个，实现产值 140.5 亿元。今年，四川省首次表
彰百名优秀农民工、百名返乡创业明星，以此激励
回报桑梓，带动群众致富的杰出代表。 从“漂一代”
变身“农创客”，他们如何带动“归雁经济”？ 带着这
些问题，《工人日报》记者走近多位返乡创业明星寻
找答案。

“创业之初，更多人说我是疯子，但‘疯’是创业
人的精神财富。 ” 徐富荣辗转成都、江苏多地，拥有
6 年厨师从业经历。 2013 年与妻子一同返回老家

成都都江堰市胥家镇圣寿村 ，2015 年联合周边 4
家家庭农产业主和农户中的党员建立祥凤家庭农
场党支部。 作为支部书记，他带领大家政策联学、农
资联购，成为了当地的致富带头人。 如今，徐富荣的
鳄鱼养殖， 已延伸至皮包皮具等副产品深加工，胥
家镇有近百人在其养殖基地就业，邻里乡亲无不对
徐富荣竖起大拇指。 “如果有能力，就尽可能提供多
的就业岗位，但更希望为乡邻带来观念和意识的转
变。 ”徐富荣坦言，几年时间里创业辛苦，但只要有
人上门取经，他都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最爱做的
事便是迎接归来者。 “人回来的多了，村子也跟着活

泛了。 ”
为谋生计时，带着村里人外出闯荡；欲改变生

活时，又将大家引回家乡创业———来自四川彭山的
周永洪是家乡人眼中当之无愧的“领头雁”。 2015
年，他在彭山区公义镇成立了四川永洪果蔬种植
有限公司 ，主营水果 、蔬菜种植 、销售 、种植技术
培训等领域业务。 原本在云南打拼的他 ，已是一
家年销售达 2 亿元的药业有限公司创始人， 但总
觉在外如“无根的浮萍”，即便事业蒸蒸日上也缺
少一丝甘甜。 “很多被我带出来赚钱的同乡人，虽
然日子过得宽裕了，但长期与家人分离，上顾不了

老人，下陪不了儿女，把所有人都带在身边显然是
不现实的，而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的生活情境。 ”周
永洪说，算明白了这笔账，回乡创业成为他必须要
做的事。

然而对于一直从事外贸销售的他而言，转战农业
并不容易，两年时间里，公司发展远低于预期，每一步
都前进的艰难，但尽管如此，对于所迈出的这大胆的
一步，内心还是很坚定，“用自己的一点力量为家乡做
贡献，这是责任也是义务，必须一直走下去。 ”

入驻美团等 APP 开展营销，实时更新的微信平
台资讯推送， 建立电子商务综合信息服务站……紧
跟时代潮流，不限于传统模式，返乡创业的 80 后黄
健，以生态观光农业为着力点，于 4 年前在老家绵
阳市涪城区关帝镇字库村建起自己的 “八零农
庄”的同时，也为家乡带回了新发展理念。 随着发
展模式不断成熟，黄健将农庄划分为现代设施农
业生产区和园林休闲区两部分 ， 每年开展采摘
节，同时以乡村农家乐形式为游客提供农家特色
餐饮、休闲品茗等服务。 在黄健的带动下，很多昔
日一起在外打工的工友也萌生了回乡创业的念头，
这让黄健感到振奋和满足，“回报家乡最好的方式
就是不遗余力建设家乡， 随着越来越多新生力量的
加入，美丽乡村正在觉醒。 ”黄健说。

�����“人回来了，村子也跟着活泛了”
———创业明星们的实践样本

��想回家发展，又怕路子走不对

“盘活现有乡村资源，要学习经营和规划”

韩韫超

近年来，返乡农民工日益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有
生力量， 成为推动乡镇产业发展扶贫攻坚的新动
力，而越来越频繁地发生的“回巢”，也呈现出不同
于以往的一些特点。

首先，是返乡创业动机的转变。 过去，回乡工作
多出于无奈，或是在外工作得不顺心，或是囿于骨肉
亲情的牵绊，因而，这种“回巢”往往是消极被动的。如
今，更多的农民工已经变先前的“要我回”为“我要回”
———新建的工厂虚位以待，不少行业空白亟须填补，
家乡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为在外务工的
农民工带来了更大的返乡就业创业动力。

其次，是从事项目的转变。近些年，农民工返乡

后所从事和涉及的领域已经从原先的养殖、建筑等
行业，扩展到更广泛的第三产业。据相关部门统计，
目前全国有 480 万农民工返乡创业。在这批人创办
的企业中，有 80%以上都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和
产业融合项目，54%都运用了现代手段。

对不少回乡就业的农民工来说，“回巢”不仅仅
是简单的地理意义上的生活空间位移，而更多是利
用自身带回的人力、技术和资金优势，以及新鲜的
创业思路和管理思想，从单纯的打工者变身为经营
者、策划者、管理者。可以说，在统筹城乡发展、促进
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道路上， 鼓励农民工成为新市
民，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是重要的“两条腿”。对在
外务工的农民工来说，城市要融得进，家乡更要能
回得去。眼下，农民工返乡潮规模渐大，且呈现出可
喜的新面貌、新特点，正是这一历史性进程的生动

写照。 当在家门口就业创业成为现实，越来越多的
农民工便能时常与妻子儿女共聚一处，不仅切实解
决了农民工在外打工的后顾之忧，也为家乡经济发
展注入了新活力，切实带动了当地百姓就业，传播
了先进的创业致富理念。 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不仅
给农村带来了新的发展方向，而且符合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的总体要求， 也与国家正在推动的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在目标和方向上高度契合。

“归去来兮”，当偶然的尝试被一次次演绎、复
制，便有可能形成典型做法、积淀为宝贵经验，而当
这种标杆化的实践样本为更多农民工所认可、效
仿，这种经由人的流动带来的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变
化，其实就是当下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以工促农、以
城带乡”的生动注脚。

一段时间以来，国家为吸引海外人才归国就业

创业，曾出台过不少优惠政策和激励机制，同理，如
今不少地方已经意识到了人的因素对于改变农村
面貌、促进农村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意义，
一项项“筑巢引凤”工程相继建立，各项服务体系、
保障机制不断完善、健全，各方面的“利好”就像一
块巨大的磁石，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返回家
乡，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将个人梦想更好地融入
农村发展的美好前景中去。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要“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未来，通过在政策、信息、技术上提供更
丰富、更精细化的支持和扶助，在就业创业内容上
为提供更加多元的选项，进而不断优化农民工回乡
创业环境，应是实施这一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 当
返乡成为创业就业的更好选择，你我曾日夜眷恋的
乡土之上，必将更加生机勃勃、充满希望。

让“回巢”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动注脚

编者按

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 ，400 多万农民
工正告别城市返乡创业。他们从城市“漂一代”化
身返乡“创一代”播撒着新经济的火种。

这种新的经济、新的业态正在改变着新时期
的乡土中国：农民工不必远离家乡，就能找到改
善生活的依托；空巢老人和留守妇儿不用再望穿

秋水，就能实现家庭团聚；乡土社会有了更多的
吸引力，带来更多乡村之变。

更加多元化的资源、更开放的视野 、更现代
化的理念正借着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反哺农村，
不断推动乡土中国转型升级，刷新着我国区域经
济发展。

本报记者 柳姗姗

“正在精加工的芽豆是要出口韩国的，好产品
卖价高，又是一年好收成。 ”11 月 9 日，黄豆收割已
结束，赵显清在自家敞亮的厂房里组织生产，喜滋
滋地对《工人日报》记者说。

合作土地 2000多公顷，拥有 4000平方米的现代
化厂房和先进生产线， 年营业收入 7000多万元……
没人相信，这是赵显清返乡创业 5年，取得的成绩。

今年 51 岁的赵显清出生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
自治州敦化市大石头镇永青村，18 岁便只身到长
春当建筑小工。几年后，他成立自己的包工队，淘得
人生第一桶金。“外出打工，最大的收益就是学到新
观念。 ”听说返乡创业有了好政策，在外漂泊 20 多
年后，赵显清决定回乡。 2012 年 8 月，在调研市场
的基础上，他根据家乡的经济发展特色，注册成立
了敦化市联益农副产品供销专业合作联社。

“出身农村，看多了农民辛辛苦苦耕种却收效
甚微。 ”赵显清告诉记者，单个合作社规模有限，他
要将小合作社整合起来， 真正形成规模化生产，科
学管理，实现效益最大化。

赵显清深信新的观念才是取胜的关键。他多次

外出考察，根据客户需求引进新品种。 2013 年他开
始带领联社种植高蛋白食用大豆和富含异黄酮的
特种大豆。收割后，经筛选分类，以小包装方式与厂
家直接对接销售，有效扩展了黄豆的盈利空间。

“创业没有不难的，一难就放弃肯定失败，只有
咬牙挺过去才能好起来。”他说。“当然，好市场同样
重要。”赵显清告诉记者，他曾蹲守 5 天只为见合作
方一面。 合作第一年，他用零利润和无可挑剔的高
质量彻底征服这家大客户。 如今，联社已拥有铁杆
老客户 30 余家。

几年间，联社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还陆续筹
建了深加工车间。 如今， 土地合作面积已扩大到
2000 公顷以上，吸纳 400 余户农户加入，产品不仅
畅销国内，还远销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

“今年收成不错，但市场不好，普通大豆价低还
不好卖，可咱们的因为种子质量好、种植管理精，反
而供不应求。”赵显清对记者说，联社生产的大豆每
斤至少比普通大豆高出 3 角，社内成员每亩地每年
可增收 1500 元。

“联社良好的发展势头，带动了整个镇子的发
展。 ”赵显清说，现在周边村子也都开始找他合作，
赵显清告诉记者，下一步，联社准备上榨油设备，延
长产业链，为扩大销路打下基础。

“打工最大收益是学到新观念”
辛苦作业收效甚微，规模化、科学化生产才能实现最大效益

以前外出打工只会卖力气，
如今种地也大有“讲究”

“发挥土地价值，
靠种粮远远不够”
本报记者 余嘉熙
本报通讯员 王佳宁

稻田微黄，肥美的螃蟹、泥鳅在水间游弋；稻田边，
用稻草扎成的大象、水牛栩栩如生……

“老一辈土里刨食，新农人土里刨金。 在外跑了十
几年，到头来发现，咱祖祖辈辈守着的一亩三分地就是
宝贝。 ”河南省原阳县水牛赵村党支部书记、原生种植
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赵俊海感慨， 以前外出打工只
会出力气，如今种地也大有“讲究”。

通过新型农民工培训，在县农业部门牵线搭桥下，
赵俊海发起成立了原阳原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同样是种地，赵俊海却不单单只是为了粮食，他多
方考察后，决定根据村里的条件，引进“稻蟹共养”模
式,在稻田里养蟹发展生态种植,以高效、生态、无公害
为标准,重铸原阳大米新品牌———“水牛稻”。

“客户看到水下的泥鳅和螃蟹都能养得这么好，肯
定知道我们的水稻也是纯天然无污染的，这样一来，岂
不是一举两得？ ”对于水稻里搞养殖，赵俊海有自己的
算盘。

依托原阳县靠近郑州的优势，合作社主打产品“水
牛稻”广开销路，优质品种一斤能卖 20 多元，远远高于
一般大米 2 元一斤的价格。 而且仅稻蟹一项每亩收入
就达 16000 元以上，高出普通水稻种植 6 至 7 倍。

但是赵俊海并不满足。 “城市人对食品的要求越来
越高，也喜欢田园风光，定制化、体验式的模式符合消费
者心理，很受欢迎。 ”在外打拼多年的赵俊海敏锐意识
到，要发挥土地的潜在价值，仅种粮食是远远不够的。

于是，“都市一亩三分地”项目适时而出。该项目土
地由农庄托管，旨在吸引城里人下乡当“地主”，体验农
夫生活。 认购者可随时耕种、休闲游，并获得土地上产
出的有机大米、石磨面粉、时令蔬菜、稻田蟹等。

“我们在这里‘领养’了不到半亩地，种点菜捉点螃
蟹，看着舒心，吃着放心！”来自郑州市的刘先生一家正
在稻田里玩得不亦乐乎。

“城里人只需每年支付 3299 元的租金就可认领三
分 （约 200 平方米） 肥沃耕地， 供家人和朋友自由耕
种。 ”该项目负责人李广辉说，出租的土地每亩每年可
收租金约 1 万元，再加上稻蟹共养收获的成蟹和大米，
每亩地年产值至少 1.6 万元。 不仅如此，生态种植、观
光农业还给水牛赵村带来了 “副产品”： 据粗略统计，
2016 年村里共接待旅游人数超过 70000 人，收入数十
万元。 这些游客经常会顺道带走原阳大米、石磨面粉、
糙米茶、手工馍、笨鸡蛋等“土货”，直接拉动了村里的
第三产业。

目前,在水牛赵村认领的租户已经突破 1000 家,认
领土地近 400 亩， 村子里一大批农民通过这种新模式
不仅实现了就近就业，也甩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这
可比前几年强多了! 以前都住土坯、砖瓦房,村里垃圾
成堆,旱季尘土飞扬,雨季泥泞满地。 ”68 岁的水牛赵村
村民吴祖奇感慨。

如今， 原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土地托管的
形式流转 1.2 万余亩土地，不仅加速农业要素的整合，
激发了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进而带动周边 20 多个村
庄走上了脱贫致富的正轨。

而水牛赵村从原来十里八乡的落后村、贫困村，到
如今的生态文明新村，仅仅用了 5 年时间。 5 年时间，
村民们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了 40%，85%的村民盖
了小洋楼，90%的人家买了小轿车。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
1 至 8 月，新乡全市返乡创业农民工就达 8835 人。

“归雁经济”调查
聚焦返乡创业农民工

河南

贵州

吉林

四川

农村社区建起 15分钟生活圈

11 月 14 日，陕西省陇县产业扶贫创业孵化示范
基地的创业者在收获蘑菇。 据悉，该基地采取“公司加
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机制、通过“借贷还菇、入股分红、
转移就业、土地流转”模式，使贫困户年增收 2 万元。

宋吉河 摄/视觉中国

陕西陇县：
扶贫创业孵化基地带贫困户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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