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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观察

湖北日报讯（通讯员乔长娇、古宣）1月
29日，兴山县古夫镇深渡河村电商中心，员
工们正在给脐橙套网，放入精品礼盒后发往
全国各地。“今年脐橙的品质很好，肉质丰厚、
汁水充沛。临近过年销售旺季，平均每天能
发走300多箱。”兴山银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总经理聂志淼介绍。

2021年，聂志淼决定回乡创业，发展农
村电商，帮助老乡把枇杷、李子、桃子等时令
水果和优质土特产卖出大山。

她带着电商团队的创业伙伴，到上海、杭
州、重庆、武汉等城市参加电商运营和管理培
训，学习农产品销售定位、品牌文化塑造和销
售运营，以及如何做好一名客服。

电商中心正式运营后，先后打造起直播
孵化基地、邻里生活便民超市、快递超市等，
引进兴山本土优质土特产，同时开通农村物
流班线和多功能培训教室，并提供免费户外
便民摊位，带着乡亲们上网促销。

公司运营不到一年时间，就为当地村民
线上销售20余万斤脐橙，5000多斤核桃，
4000多斤腊肉、香肠等土腊货，1000多斤香
菇、木耳，500多斤蜂蜜。

尝到电商的甜头后，乡亲们争相把自家
的农产品上网，跃跃欲试想学直播带货。聂
志淼建起兴山电商直播孵化基地，为村民提
供电商直播带货平台一条龙服务，鼓励乡亲
们在田间地头创业。

去年，她请来宜昌电商行业高级讲师，免
费举办2场电商直播带货专题培训，吸引
100多名村民参加。很快，深渡河村便形成

“一村干一品、一品推一店、一店带一片”的发
展路子。

2023年底，村里万亩脐橙成熟上市。电
商中心将直播间搬到半山腰的果园，为村民
免费提供2个户外展棚，并配有无线网络、卫
生间和茶水间等。近百名村民忙着采摘、分
拣、包装和转运，还有十来名主播在果园现场
直播，向网友展示脐橙的生长环境和采摘过
程，吸引不少消费者围观购买。

截至目前，聂志淼的电商平台已为乡亲
们销售脐橙 50万斤、特色小水果 5000多
斤。

湖北日报讯（通讯员黎文来、王本忠）1
月28日，走进宜都市高坝洲镇天平山村的一
家腊肉加工厂，上千斤熏烤的腊肉整齐地挂
在烤架上。车间里，工人们有的忙着把鲜肉
进行腌制，有的忙着将熏好的腊肉进行烧洗
和打包。

“春节前后是腊肉产销旺季，从去年9月
底开始，厂里就陆续收到湖南、广东、上海等
地的订单。去年10月25日开始加工生产，
眼下已经销售腊肉、腊蹄、香肠60多吨。”85
后老板李麟高兴地介绍。

李麟是天平山村4组村民，土生土长的
宜都姑娘。从幼儿师范专科毕业后，她一直
随亲戚在木材和砂石料行业摸爬滚打。几
年前，她在四川开始涉足食品行业，主打兔
头和腊肉。但她觉得最好吃的腊肉，始终是
那口家乡味道。

2021 年，她回到天平山村，注册宜昌
铭麟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投资450万元在
一片荒地上建起加工厂，生产麻辣香肠、
原味香肠、广味香肠、精品五花肉、腊猪
蹄、腊后腿、腊排骨等。“这些山里的腊肉
不加添加剂、防腐剂或染色剂，采用正宗
栎树柴火熏制而成，确保传统口感的纯
正。”李麟说。

凭借独特的熏制味道，天平山村的腊
肉很快打开本地和武汉、长沙、福建、上
海、广东等地市场。李麟还组建专业的主
播和运营团队，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和朋
友圈等平台开展营销，并与各大“三农”主
播合作，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拓展销售渠
道。

“家乡橙子就是甜，我一口气吃了
3个！”1月25日，在北京创业多年的
宜都人孙迎春，收到一份满载乡愁的
年货：5斤宜都果冻橙。

寄出这份礼物的，是宜都市总工会
和宜都市邮政局。连日来，共有1500
余份果冻橙，从宜都飞向大江南北。

春节将至，宜昌工会系统联合邮
政部门开展“心系游子 邮寄乡情”活
动，为在外务工创业人员送去家乡味
道，真情呼唤他们回乡就业创业。

在秭归县辰颐物语电商物流园，
邮政快递车间一派繁忙。截至目前，
秭归已将1040份家乡礼包发往全国
各地，送到在外打拼的秭归籍员工手
中。

榨广椒、土豆片、土家打靶糖、娃
谷酥……这些从宜昌飞往全国各地的

“家乡礼”，代表地道家乡味儿。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食’。希

望正宗的家乡味道，让大家一解乡
愁。”宜都市总工会副主席赵永明说。

随礼品一起寄出的，还有一本工
会维权服务手册、一封致外出务工工
友的慰问信——“千山万水，隔不断家
乡对您的思念。您的辛苦奋斗，家乡
时刻牵挂。时值新春佳节，我们为您
寄来家乡特产，邀您品乡味，解乡愁，
关心家乡发展，适时回乡就业创业。”

这份深情，伴随家乡味道，传递到
千里之外。

“吃到嘴里那一刻，就想起了小时候
的家乡。年年月月思故里，真诚希望家
乡越来越好！”在江西九江工作的五峰人
刘淑俊说。

近年来，宜昌持续唱响“我兴楚
乡·创在宜昌”返乡创业品牌，通过“邮
寄乡情”活动，呼唤宜智宜资回归。

刚刚收到家乡礼物，就职于浙江
温州的秭归人屈定荣表示：“这两年，
不少在温州打工的老乡陆续返乡，有
的回去搞电商，有的开农家乐。等今
年过完春节，我也考虑尽快回家发
展。”

湖北日报讯（通讯员 邹雨松）1月 28
日，宜昌市伍家岗区与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
松桃苗族自治县签订劳务协作协议，建立劳
务对口合作关系。双方将就信息交流、劳务
工作站合作、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就业创业跟
踪服务等开展合作。

当天，伍家岗区组织鑫鼎集团、绿源饮
品、邦普等30家宜昌企业，拿出6000余个
岗位前往铜仁市招聘。用工涉及旅游、新能
源、新材料、食品等行业，线上线下共5785
人参加招聘会。

“岗位薪资待遇怎么样？岗位有什么要
求？什么时候可以去上班？”在铜仁市中南门
古城西门广场的招聘现场，求职者焦浪向宜
昌企业详细询问宜昌就业情况。

伍家岗区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黎清介
绍，2024年，该区还将开展5场跨省招聘活
动，推动省际劳务合作，吸引更多就业者到
宜昌工作。同时强化岗位供给和技能培训，
完善社会保障、子女入学、住房保障、医疗服
务等各项保障措施，为外来务工人员创业就
业提供更好服务。

伍家岗携6000余岗位
赴贵州招聘

兴山深渡河村

能人带动全村“触网”

宜都天平山村

家乡腊味卖全国

返乡创业是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稳定就业、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

抓手。

2023 年，宜昌市夷陵区被认定为湖北省返乡创业示范县，枝江市电子

商务产业园、当阳市金叶万润返乡创业园被认定为湖北省返乡创业示范

园，宜都金萱蔬菜专业合作社、兴山县夏阳河苗木专业合作社、远安县花千

朵蜜蜂养殖专业合作社等 12 个项目被认定为湖北省返乡创业示范项目。

截至目前，宜昌已累计创建省级返乡创业示范县 4 个、示范园 9 个、示范项

目57个。

宜昌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宜昌新增返乡创业5057人，同比增

长8.8%，带动就业人数1.32万人。

宜昌市劳动就业管理局调研数据显示，该市返乡创业人员中，年龄以25

至45岁居多，其中25至35岁的占43.57%、36至45岁的占29.24%。

宜昌广邀青年
做“奋斗合伙人”

湖北日报讯（记者高伊洛、通讯
员李佳琪）“保租房每个月租金300
元，还有食堂、篮球场等配套设施，确
实方便。”作为一名“新宜昌人”，30岁
的向峰很有归属感。1月13日，2024
年度宜昌共青团“我为产业青年做实
事”行动计划正式发布，送上丰厚“礼
包”，邀请广大青年做宜昌的“奋斗合
伙人”。

向峰老家在十堰，大学毕业后，入职
宜昌市宝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来之前
就听说，宜昌有专门针对年轻人的保障
性租赁住房政策。来后发现保租房离公
司很近，生活很便利。”保租房政策，是宜
昌实施青年人才引育工程的重要一环。

为满足青年短住、长租、买房等不
同需求，宜昌市31家青年人才驿站将
为青年提供最长15天免费住宿；除一
次性生活补贴外，还提供1.19万套保
租房；定期举办“青年购房节”，为青年
买房争取优惠。

今年元旦后入职安琪集团的武汉
青年秦安澜便享受到了这一特别福
利。“入职前，申请青年人才驿站，很快
通过审核，顺利入住宜昌城区滨江的

一家便捷酒店。”秦安澜说，青年人才
驿站适合初来宜昌求职青年，让他感
受到宜昌对年轻人的满满诚意。

“我为产业青年做实事”行动计划
中，宜昌各级共青团组织将举办联谊
交友活动，扩大年轻人朋友圈；征集百
对产业青年举办集体婚礼；在产业园
区开办“希望家园”公益托管班；建设
园区青年之家、青年夜校，举办活力音
乐节、电竞比赛、篮球赛等活动，丰富
青年业余生活。

聚焦服务产业青年创业立业，宜
昌各级共青团组织将联合人社、工会
等部门开设“工匠学院”，举办各类职
业技能培训班；组织赴外考察学习实
践营，帮助产业青年拓宽视野、增长才
干；实施“梦想加油站”，对接高校资
源，支持产业青年在职提升学历。

目前，宜昌正在全力建设青年发
展型城市，并以优秀等次顺利通过全
国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中期评
估。该市设立“宜昌330三峡国际人
才日”，以最高礼遇诚邀各路青年加盟
宜昌，在全国率先为在校大中专学生
建立住房储备金账户。

榨广椒、土豆片、峡江橙……

邮寄“乡情”
呼唤“宜才”回家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高伊洛 通讯员 刘宏生 曹雪琳

商贸服务业为创业首选
1月27日晚上9点45分，送完最后一桌客

人，谢畅才开始做火锅店当日的收尾工作。
28岁的谢畅是当阳市人，去年，他辞去干

了4年的外地工程监理，回乡与朋友投资60万
元合伙开办袁宝火锅店。

火锅店今年元旦开业，平均每天15桌客
人，5000多元的流水。“比在外上班更累，但干
自己喜欢的事情，感觉更充实。”近一个月，谢畅
每天半夜才能回家，但他感到更有动力。

袁宝火锅店所在地，是一处居民区，院子里
聚集有咖啡馆、摄影工作室、餐饮等形态，基本
都是年轻人创业。

距离火锅店不远，90后刘芸含开了一家咖

啡馆。去年10月开张后，迅速冲上宜昌咖啡馆
榜前三，在小红书获得不少年轻人青睐。

去年，宜昌对返乡人员开展创业就业调查，
商贸服务业仍是投资热门领域，以33.3％的占
比位居第一。

“83.04%的返乡创业项目为个体经营，投
资见效快，小成本，是受年轻人偏爱的主要原
因。”宜昌市劳动就业局农就科科长雷斌斌说，
这类投资主要特点是短、平、快，装修了立马就
能开业，能快速看到效果。尽管门槛低、容易进
入，但也面临市场竞争饱和的问题，“如果没有
独特优势，可能投资后达不到预期效果，亏损甚
至倒闭”。

新农人和直播成热门赛道

去年，徐双元靠种地实现60万元的销售收
入。

2022年，在孝感做厨师的徐双元回到宜都
市姚家店镇过路滩村，注册宜昌馨语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流转15.6亩土地，建设大棚，种植蔬
菜花卉。

“现在农村政策好，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他拿出自己积攒的 40万元、向银行申请 20
万元贴息贷款、父母支援30万元，凑足了启
动资金。

刚起步的徐双元，心里每天都在打鼓。第
一年，土地流转、土壤改良、大棚安装、水电、种
子等各项开支达80万元。

在电商平台买种子，结果种出来货不对板；
遭遇暴雨，大棚被淹；病虫害如何解决、肥料怎
么选择，都要从零学起。好在政府部门及时伸
出援手，提供补贴和技术支撑，将他的创业推入
正轨。

去年，大棚里100多种多肉开始出货，通过

网络渠道、各类展销会带货，一年销售额60万
元。今年，他准备再流转5亩土地，发展共享菜
园。

2020年，刘佳琪从美国罗格斯大学毕业
后，回到家乡宜昌创业，干起直播，聚焦传媒运
营、直播培训和主播孵化。

位于夷陵区的宜昌壹远创业孵化园，水电
场租减免、商务代办等一系列大学生创业扶持
政策，为她提供了创业扶持机会。在主播孵化
板块，团队为宜昌当地老牌食品企业飞璐食品
成功孵化10万粉丝，为企业打通抖音销售渠
道，带来线上销售额40%的增长。

近年来，夷陵区通过设立返乡创业服务专
区窗口、人才创新创业超市、零工驿站、推进政
务服务综合窗口改革、选派就业创业工作专员
等，简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为返乡创业
者提供工商营业执照、创业担保贷款、创业补贴
等全程代办“保姆式”快捷服务，兴起了“归雁经
济”热潮。

创业孵化园区全面敞开怀抱

“2019年我决定返乡创业，入驻住邦科技
园后，工作人员从政策争取、员工技能培训到市
场营销等多方面给予指导。短短4年，企业就
成长为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总产值达
9000万元。”宜昌既济数能集团有限公司负责
人杨群久感慨。

位于西陵区的住邦科技园是宜昌市返乡创
业示范园，园区自建有1139平方米返乡企业创
新创业服务基地，免费提供网络、多媒体会议
室、创业工位、办公桌椅等基础办公设施。返乡
创业团队或初创企业，只带一台电脑就能创业。

近3年，园区累计开展各类创业服务培训、
技能培训服务31场次，服务创业者924人次。
对符合标准的企业，给予新增发明专利每件

800元补贴、实用新型每件500元补贴、商标注
册每件800元补贴，并给予首次认定的高新技
术企业2万元奖励。

截至目前，西陵区共引育返乡创业项目
126个，招引返乡人才6000余人，吸纳了2.2万
余名返乡人才扎根西陵就业创业。

春节临近，在外务工人员纷纷返乡。截至
1月25日，宜昌4.7万返乡人员中，1145人有创
业意愿。

“对于返乡创业者，在留住的同时，更要扶
上马送一程。”雷斌斌说，目前，宜昌已出台针对
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政策清单，该市27个创业基
地、孵化中心，将向创业者敞开怀抱，并在政府
采购、政策、环境等方面给予支持。

1 月 30
日，远安县花林寺镇

返乡创业人才焦月在自己的
牙科医院忙碌着。（湖北日报全媒
记者 刘曙松 通讯员 可依 摄）

当阳市草埠湖镇返乡创业青年李婷婷，在改造旧屋时完整
保留了土胚房的风貌，搭配独具审美的茶具，现场手工缝制皮
具等过程，让人感受到乡村生活的宁静与美好。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曙松 通讯员 陈昕 摄）

1 月 29 日，当阳市栗子影吧店主姚维琛正整理店
容。姚维琛返乡创建栗子影吧，提供饮品、观影服务，深
受当地青年喜爱。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曙松 通讯员 陈昕 摄）

走进当阳市草
埠湖镇沮漳供销社，
返乡创业青年彭书
亭正在为游客们制
作咖啡，不少游客围
着熊猫牌黑白电视
机、永久牌自行车等
老物件，回忆分享着
不太久远的趣事。
（湖北日报全媒记
者 刘曙松 通讯员
陈昕 摄）

宜昌去年5000余人返乡创业
25至45岁群体为主力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金凌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