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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华：乡村振兴产业的创新与创业

【人社征文】

在 奋 斗 轨 迹 中 镌 刻 初 心 印 记









































 

由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就业促进中心等单位共
同主办的，以“弘扬海纳百创精
神 助力科创中心建设”为主题
的2021东方讲坛·创业生涯系列
讲座活动第一场于7月18日上午
在上海图书馆顺利举办。

南京农业大学规划院上海
分院院长、同济大学新农村发展
研究院副研究员孙文华先生以

《乡村振兴产业的创新与创业》
为主题，以一位研究者，也是一
位践行者的角度分享了对乡村
振兴的理解和乡村创业的思考。

孙文华表示我国城乡二元
结构向城乡一体化发展是趋势，
号召大家重新认识中国的乡村，

农村大有可为，农村离市场远，
乡村创业更需要创新。技术和
服务是推动农村价值和功能提
升的动力，也是创新创业的切入
点。乡村创新创业离不开城市
市场需求，通过城乡空间差异获
得发展的商机大量存在。

在互动提问环节，孙文华以
自身专业研究和实践经历解答了
现场观众关于大学生返乡创业和

助力乡村振兴等时下热点问题。
讲座干货分享——
1、乡村振兴的背景与趋势。

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发
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
振兴”，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提

“乡村产业”。从农业的角度看，
原来的小农户经过土地流转，实
现规模化经营，形成新的产业体
系。新型职业农民和合作社是当
前农业产业的两大经营主体。

新型“职业农民”，职业意味
着有技术，农村需要爱农业、懂
技术、善经营的人才。

2、乡村振兴创新空间。我
们需要重新认识中国农村，我国
农村正经历“四类变化”：政策形
势变化、人的消费意识变化、交
通条件变化、发展机遇变化。首
先新冠疫情以后大家发现健康
很重要。健康意识提高了。健
康、生态、绿色成为未来的主
题。“碳交易、碳综合、碳达峰”跟

生态有关，有机跟绿色有关，健
康跟健康中国、体育强国、文化
强国都有关系，这些关键词的改
变都是创新空间。

3、提升乡村创业的技能。
要充分认识地域经济，城市创业
和农村创业的区别。乡村创业需
要政治能力、综合地理知识、管理
技能等。乡村振兴需要有带头
人、完善的配套、景观设计、集群
化、原产地品牌形象。理念是生
产力，乡村振兴需要树立“生态、
美学、服务、文化和特色”作为我
们区域发展的重要理念。重视策

划项目要融入自然背景、场景。
未来的消费趋势场景生态化。

4、乡村产业体系。一个地
方的发展需要有核心产业、衍生
产业，通过产业策划形成一个体
系。第一要多样性的特色农业，
一村一品、一县一业、一批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第二个有手工业，
要培育特色的东西，工业化时代，
手工业恰恰可以成为地区发展的
特色。第三要形成质量标准体
系、地理标志和商标保护，品牌
化，以提升产品的价值。产业就
是企业，没有企业形不成产业。

回顾这30年人社工作，每一
个时间节点的成长和变化，都不
禁让人感慨。高校应届毕业生逐
年增加；就业结构性矛盾加剧；高
技能人才短缺；“互联网+政务”
带来了新的思维；服务需求更加
多元化；灵活就业方式多种多样
……然而这些都阻挡不了人社就
业工作者与时俱进，不断升级的
服务步伐。宣传栏、短信、QQ、
微信……不管是传统的还是现代
的，全方位宣传政策信息、第一时
间递送招聘信息，让各类就业服
务信息尽可能做到全知晓广覆
盖。“乐业普陀”全媒体平台链接
区域最新就业动态；《有话职讲》
职业体验宣传片播放点击量 10
万+；职场菁英堂从线下课堂到
线上讲座打破时间空间限制提供
便捷的公益讲座；职业训练营将
实训和就业联通在一起，引领青
年最终实现自身的职业梦想；针
对服务对象想要离家近的就业初
衷，2021 年起，“乐业集市”将岗
位配送到了社区。

正是这一份改革的魄力提升
了就业服务能级，带来了公共就
业服务的新气象，让用工企业寻
觅到所需人才，使求职者找到适
合自己的工作岗位。

39岁的小顾有7年的吸毒经
历，期间先后多次进戒毒所进行

强制戒毒。最后一次，他下了很
大的决心不再吸毒，可是这样的
决心却没办法说服企业。为了解
决小顾的就业问题，人社工作者
们四处奔走，为他落实岗位。短
短两个礼拜被多家单位拒之门
外，然而他仍然没有放弃。最后
在人社工作者的担保推介下，小
顾成功走上了工作岗位。

特困家庭的残疾人何先生因
为单位疏忽造成困难人员身份认
定无效，享受不到政府就业补贴
企业就不愿录用，病急乱投医求
助于一名非亲非故的人社工作人
员。即便此事并不属于他的职责
范围，然而他仍行动起来为其多
方联系、奔走，最终帮助他顺利办
妥就业手续，稳定上岗。

像他们这样的特殊就业困难
群体还有许多。为了更好地服务
群众，人社就业服务工作者们活
跃在各个场合，一场场商区、监
区、社区的公益讲座、现场咨询把
服务落到实处；一次次校园职业
规划课程让学生提前感受职业的

奥秘，完成校园人向职业人的转
换；一次次企业的走访明确企业
的需求，急人所急，想人所想，切
实解决企业的问题。

“多少家庭，因一人就业，改
变了全家的生活状况，或是全家
重新获得幸福。我们的工作责任
重大”，这是一位从事就业工作
30 余年的老人社人经常挂在嘴
边的话。无论是一次次的家庭走
访、一次次的陪伴面试，还是一次
次苦口婆心的劝慰、一次次任重
道远的嘱托，每一次创新、每一次
服务中承载的都是几代人社就业
服务工作者们接续奋斗、勇担重
任的“匠心”精神。

就业是民生之本。人社就业
服务归根结底是为了帮助群众
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更是为了
实现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就是所有人社人的初心与使
命，是我们在不断奋斗、不惧挑
战、干事创业中镌刻在内心的责
任和担当。

（傅敏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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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普陀区中职学校“创青会”创业指导站
“创业新星”选拔赛举行，大赛以“创青萌新，青春同
行”为主题，通过项目路演形式，展示普陀中职学生
创新创业的风采。

据了解，本届“创青会”活动自报名以来，涌现
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中职生创业项目，经过网络初
赛，最后共有10支队伍入围决赛。现场，来自上海
商业会计学校、上海市曹杨职业技术学校、上海市
贸易学校、上海市经济管理学校、上海信息技术学
校等多所学校的创业团队一一登场路演，讲述各自
创业项目的计划书。

学生们的创业理念各不相同，亮点纷呈，既有
疫情防控盲盒、汉服、国风舞蹈等生活类项目，也有为老服务、青
稞产品推广等公益项目，还有固液分离垃圾回收装置、汽车彩绘
等技术流项目，以及互动视频、流媒体直播、3D打印等涉及时下
热门领域的项目。

经过现场路演，创业团队还要完成创业基础知识问答和评
委提问环节，无论是专业知识拷问还是专家犀利提问，都激发了
创业者的深入思考，为他们的创业之路带来全新启迪。

最终，signix摄念科技、艺憬汽车彩绘工作室、防疫熊猫在行
动团队分别荣获冠亚季军，与会领导为获奖队伍颁奖。这3支
项目团队将获得1000-3000千元助学金奖励，还能得到区创业
指导专家志愿团提供的专业咨询与辅导。

以创新点燃激情、引领美好未来。依托区职业教育联盟创
业指导站，今后，普陀区教育局、普陀区人社局将携手开展更多
青年创业活动，形成中职学生创新创业的氛围和热潮，并进一步
提升创业指导站品牌的影响力与知名度。 （普陀就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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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二代”宋家坤通过将现代化农业技
术和现代化企业管理技术相结合，创立了

“天丽久香”优质生态稻米品牌，不仅提升
了水稻销售附加值，下一步还将向规模化
粮食种植、稻谷集中加工、自主绿色品牌大
米统一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发展，带领合作
社社员一起共同发展崇明农业。

2014年，23岁的宋家坤在父亲的劝说
下，经过深思熟虑，放弃了大城市的生活，
回到惠军村，当一个“农二代”，把父亲一手

创办出来的齐茂粮食专业合作社，管理好、
发展好。作为“农二代”的宋家坤从最基本
的水稻种植、插秧、除草、施肥、了解病虫害
防治等技术活学起，一点点了解水稻种植
的全过程，整日泡在水稻田里。

经过多年的摸索和实验，通过学习农
业新技术、加大科技投入，积极与上海高等
院校、科研单位进行合作，宋家坤建立了水
稻种质资源保护基地，并将教授们的科研
成果转化到合作社的粮田中来，培育出更
为适宜在崇明土地上播种的优质种子。他
还与崇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合作，试种
拟推广的水稻新品种，选择口感好的优质
大米新品种，供下年种植。

为了企业的长足发展，他积极投资打造

自己的稻米品牌，提升水稻销售附加值，不断
做优做大合作社，让企业的发展越来越好。
由他一手创建的“天丽久香”优质生态稻米品
牌，荣获“2016年度上海名优食品”称号，成为
了市民购买崇明大米的首选品牌之一。

2016 年 11 月宋家坤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更是积极投身新农业的建设发展，随着
直播带货等新兴业态的兴起，宋家坤也开
始尝试利用直播推销自家生产的优质绿色
大米，利用“互联网+农业”的形式，促进合
作社不断发展。2020年，宋家坤还参加了
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班，学习最先进的
农业种植技术和现代化企业管理技术，让
新型“农二代”在崇明传承发扬，带领合作
社社员朝着幸福富裕的生活不断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