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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4 年 3 月 5 日

报：易炼红书记、王浩省长、刘捷副书记、徐文光常务副省长、

邱启文秘书长、李岩益副省长、徐大可秘书长

【编者按】为及时掌握、深度观察共同富裕背景下基层单

元的新变化、新趋势，省共富办于 2023 年建立共同富裕实践观

察点机制，按村社、乡镇、企业、公共服务机构、社会组织等

5 种类型，遴选确定了首批 60 个观察点，组织基层干部、专家

学者、媒体代表积极参与，为我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提供微

观鲜活视角和珍贵实践记录。本期刊发青年助力乡村振兴专题

观察，供各级领导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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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青年返乡入乡助力共同富裕
的现状分析及对策建议

——基于余杭、临安、浦江、松阳等地共富观察点的专题调研

习近平总书记在义乌考察时指出，“乡村振兴为年轻人提供

了展现才华的用武之地，希望更多的年轻人为乡村振兴发挥积

极作用”。在当前严峻就业形势下，青年返乡创业是“退路”、更

是“出路”，可实现自身发展与乡村振兴共赢。为更好地推动青

年返乡创业助力共同富裕，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发展规划研究

院赴余杭、临安、浦江、松阳等地共同富裕实践观察点开展了

专题调研。

一、总体特征与创业情况

本次乡村调研共有 208 位青年接受访谈，其中年龄 30—45

岁的占 75%，大学以上学历的占 80%，本村青年返乡的占 71%。

从返乡动因与创业收获看，71%是出于“看好前景”，60%是因

为“喜欢乡村、情怀感召”；有 61%创业后实现了收入水平提高，

其中 18%年营收超百万。返乡青年主要从事以下 6 方面工作：

（一）文旅融合型（占 49%）。利用乡村环境优势，发展

民宿、研学、露营等业态。如陈家铺村杨慧娟，通过艺术化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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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房子改造为“飞茑集”民宿，诗意栖居，开业后瞬间成为顶流。

（二）家庭农场型（占 34%）。家庭农场是多数一产从业

青年的创业选择，通过适度规模化，发展多元化产品种植，并

配套采摘、餐饮、住宿等综合服务。如桐庐 85 后农场主吴剑胜，

流转土地 600 余亩，种植销售有机生态大米、茶叶、中药材等，

获评杭州乡村产业技能大师。

（三）艺术赋能型（占 17%）。乡村振兴需要艺术的柔性

之力，一批青年艺术家被乡村吸引，将乡村作为常设驻地开展

教学、研讨、创作等活动。如松阳陈家铺村，诗人庞培、陈东

东、潘高峰，南京大学王祥等相继在陈家铺村设立工作室，打

造文化艺术展览、交流、鉴赏和创作空间。

（四）现代农业型（占 15%）。发挥青年人技术优势、市

场优势，通过品种改良、技术革新等方式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如余杭径山镇 85 后潘浩亮，成功引种世界各地 20 余种优良葡

萄品种，被称为葡萄里的“哈根达斯”。

（五）电商直播型（占 14%）。瞄准城市人对乡村原生态

产品的需求，解决农户销路受限的难题，通过电商直播使农产

品突破地域限制。如临安 90 后何江南，将直播间开在了田间地

头，年销售额达 1千万，带动 23 名原乡人就近就业。

（六）策划运营型（占 5%）。乡村一流环境需要一流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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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一批会策划、懂经营、具有强市场运作能力的经营人才来

改造乡村，带动乡村发展。如临安龙上村娄敏，作为乡村 CEO，

打造“龙门秘境”村落景区产品体系，累计引入社会资本超 1.5

亿，接待游客超 60 余万人次。

二、青年反映的诉求与困难

（一）资金人才等要素支撑存在不足。创业缺钱，乡村创

业周期长、效益低、管理难。青年资金积累少、融资渠道少，

普遍缺乏建设用地等可抵押物，创业融资难。发展缺人，农村

劳动力老龄化、乡村招人和留人难，为青年创业带来了制约与

挑战。

（二）青年创客群体缺乏有效联动。目前，大多数地区创

业青年呈现点状分散，没有形成块状模块。有 59%的受访者表

示，“希望政府帮助搭平台为乡村创业者间增加交流”。有青创

客表示，返乡创业青年内心上较为孤独，期望寻找“同类”交流

联动、互通有无，渴望创客村、青年小镇等新载体。

（三）社会舆论还存在一些负面情绪。有 22%的受调查群

体认为，“农村对外来创业人不够友好”“大学毕业后到村里工作

没出息”等观念依然盛行。特别是创业成绩一般的青年，承受着

巨大的舆论压力。

（四）难以真正地扎根乡村融入乡村。有 59%的受访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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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在乡村创业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产权不稳定、心里没

底”。受制于村集体成员身份认定限制，部分青年虽然长期扎根

乡村，但“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当地人”。有入乡创业 15 年的

创业者表示，“不管做了多大贡献，房子、地都不是自己的，一

旦经营不好，只能走”。

三、更好地促进青年入乡创业的建议

（一）扩大农村集体产权的开放性。一是成员资格方面，

探索建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加入机制。按为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所作贡献、履行相关义务、居住生活年限等条件，吸收部

分新成员，赋予其单项或完整成员权。二是产业用地方面，推

进村集体闲置经营性、公益性建设用地入市，强化用地保障。

三是宅基地方面，通过合作建房、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等方式实

现有限度地向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流转。

（二）以产权交易规范化为重点优化乡村营商环境。进一

步规范农村土地流转、闲置农房流转程序，推动交易过程公开

化、透明化，形成流程、手续和风险防控的监管闭环。优化高

增值政务服务，精简审批管理事项，帮助解决产权纠纷等重点

问题。

（三）强化青年群体创业金融技术支撑。推出服务创业青

年的金融产品，研究设立农创客科技专项资金，探索创业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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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组建青年创业服务、技术服务专家团，引导在各产业领

域范围内，重点结对培育一批农创客。

（四）提升回乡青年的社会荣誉感。青年回乡除了经济收

益外，还非常看重个人价值感，特别需要社会认同。要开展评

选评优，选树一批典型，营造社会氛围，为培养造就一批扎根

农村、投身农业、带动农民的青年队伍营造舆论环境。



送：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

各市、县（市、区）党委、政府，省直有关单位。

发：各市、县（市、区）发改委（局）；机关各处室、委管委（局）

属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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