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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返乡入乡创新创业，带动村民致富致富——

挥洒青春汗水 投身乡村振兴村振兴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 通讯员 沈叶菁 李昆益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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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北斗在运
行调试喷灌设备，
以保证不同苗木
都能得到最佳的
水分条件，使苗木
生长状态达到最
佳且基本一致。

◀常州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毕
业生胡北斗（前
左）与合伙人潘鹏
程（前右），在主播
陈浩（前中）的直
播间交流、分享直
播技巧，努力开辟
新的产品销售渠
道。

▼游客们在愚农庄园里的鲜花
集市驻足浏览、拍照留念，感受乡村
振兴给上海郊区带来的巨大变化。

▼胡北斗（左二）与合伙人王
波（右一）一起对所售苗木进行随机
抽样检查，严把出货苗木质量关，以
确保所售苗木成活率。

◀花农孙志会（右）通过苗木种植实
现脱贫致富，如今已成为一名苗木经纪
人。他兴奋地说：“通过苗木种植、销售，
俺家人均年收入超过3.6万元了！”

▶在愚农庄园编织坊，贾
涛（中）与村民唐志琴（右）、沈
颖芬（左）一起探讨改良编织工
艺。唐志琴说：“庄园开业后，
村里环境好了，我们通过做手
工艺品，收入也增加了。”

◀在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毕
业生贾涛（后排右一）创办的上海愚
农庄园，他和村民们一起手捧刚刚
从果园里采摘的精品水蜜桃，丰收
的喜悦写在每个人的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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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邵佳（右）和李妹芳（左）在
愚农庄园的蒜坊、酒酿坊工作，同样把
传统手艺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收入。邵
佳高兴地说：“我们六十多岁了，还能
在家门口上班，感到很自豪！”

“
面对面交流，减少了中间环节，
降低了采购成本，可以给游客带
来更实惠的价格，也能带动农产

品增收。”前不久，上海愚农庄园负责人
贾涛，经过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
公厅派驻大化瑶族自治县古文乡义和村第
一书记冉乐乐的直接洽谈，达成了初步的
农产品购销意向。

今年27岁的贾涛是常州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毕业生，经营着位于上海市嘉定区
华亭镇与江苏省太仓市浏河镇交界处的愚
农庄园。每逢节假日，水果采摘、赏花拍
照、聚餐喝茶、垂钓露营、游船骑行等，
让游客们流连忘返，临走时还要捎上些地
道的农产品。与日俱增的人气，使愚农庄
园很快升级为网红打卡地。

在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求学期间，
贾涛在老师的指导下经历了两次与农产品
销售相关的创业。毕业后，他幸运地参与
了上海市嘉定区毛桥集市部分项目的筹备
和创建工作。学校创新创业学院的老师们
始终关注着他的创业之路，组建团队跟踪
指导，提出以乡村旅游为突破口，首创

“大集市+小庄园”的全新模式，做乡村
振兴的综合服务提供商。在学校老师的指
导下，截至目前，他所创立的农耘达品牌
已累计实现收入 2300 万元，带动附近
261名村民就业。

2017年，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毕
业生胡北斗主动选择返乡创业，被选聘为
江苏省沭阳县“乡村振兴新村干”。他与
一批志同道合的新村干一起创办了长亭园
林绿化有限公司，业务范围涵盖绿化苗木
种植、批发、零售以及电子商务等多个领
域。创业过程中，学校积极提供“双创”
资源支持，成立项目专家团队进行指导。
公司成立仅一年，就带动周边村庄苗木年
销售额达到1200余万元，间接带动就业
163 人，帮助 34 人脱贫致富。截至目
前，公司在各大电商平台累计开设店铺
210个，还为农户提供免费电子商务培训
2000多人次。

和贾涛、胡北斗一样，投身于乡村振
兴的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还有很
多。他们把青春的汗水挥洒在希望的田野
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故事。

“学校始终坚持以大学生创新创业项
目对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从专创融合、
产教融合、‘双创’生态等方面推进学校
创新创业教育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近
年来涌现出一批又一批‘返乡入乡’创新
创业的优秀青年学子。”常州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党委书记缪昌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