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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青年返乡记

乡愁可以召唤青年归来，但真正让

他们留下的，是实打实的政策支持与创

业环境。

温州启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下称

“启浅科技”）的创始人季惟然，原本在杭

州、义乌等地经营电商业务。2019年，

他随妻子回乡探亲时发现，桐浦的变化

超出了他的想象：道路变宽了，厂房建起

来了，甚至连绿化、娱乐设施都一应俱

全。“何不趁着家乡大力招商引资，把公

司的部分业务搬回来，结束妻儿漂泊异

乡的生活，也让乡邻实现在‘家门口’就

业？”季惟然心中萌生了这个想法。

2020年 3月，在桐浦镇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季惟然完成了厂房搬迁，公司取

名为启浅科技，主营鞋袜等产品的电商

销售。

季惟然算了一笔账：在杭州、义乌经

营电商直播业务，虽然平台够大，但高昂

的运营成本始终是个难题；回到桐浦，厂

房租金、工人工资都将大幅缩减。

“政府提供了1000平方米宽敞明亮

的厂房，还提供招工、金融等全方位支

持，开支少了，利润就上来了！”季惟然感

慨道，后顾之忧由政府帮忙解决了，他们

只需专注于企业发展。

真金白银的政策扶持与真心实意的

服务保障，如同为“归雁”插上了强劲双

翼。启浅科技迅速步入发展快车道，直

播间订单纷至沓来，不仅将本地鞋袜产

品行销全国，还依托桐浦及周边镇村坚

实的产业链基础，将直播业务成功拓展

到厨卫五金领域，打造自主品牌，构建起

仓储、销售一体的发展格局，跻身瑞安电

商“第一梯队”，并带动周边村民30余人

就近就业。

好风凭借力，送雁上青云。启浅科

技的成功并非个例。近年来，桐浦镇把

支持返乡创业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

抓手，出台了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扶持政

策。从场地支持到资金补贴，从人才培

训到市场开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创业

服务体系。不仅如此，该镇还定期举办

创业沙龙、项目路演等活动，促进创业者

之间的交流合作，营造浓厚的创新创业

氛围。

“我们不仅要‘引凤还巢’，更要‘筑

巢引凤’。”桐浦镇相关负责人说，资金短

缺、不了解政策、缺少技术支持……当乡

愁与现实碰撞，创业项目很可能夭折。

对此，该镇用心“筑巢”、用情“引凤”，营

造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以周到贴心的

服务激发企业的内生动力与活力，让越

来越多的青年愿意返乡创业。

■记者陈丹丹/文 蔡伟/图

青春归巢，筑梦家乡。日前，25名青年大学生回到桐浦，参加大学生家乡体验日活动，体验青年创业实践，感受农文旅融合魅力。“这里的发展机

会不比城市少。”活动中，大学生代表叶婷婷如是说。

桐浦，瑞安中西部地区的一座小镇，素有“温州都市后花园”之称。在这里，有一群被称为“归雁”的小镇青年，他们曾怀揣梦想奔赴大城市打拼，如

今告别霓虹闪烁的都市，带着技术、创意和乡愁回归家乡，激活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从“东南飞”到“雁还巢”，这样的“雁群效应”背后，桐浦有着怎样的底气，让青年不仅愿意回来，更能“留得下、发展好”？近日，记者深入采访，探寻

小镇青年归乡创业背后的故事。

“归雁”如何成为激活乡村发展的关

键力量？答案始于一个简单却深刻的命

题：如何让年轻人愿意回来，并且留得下？

在桐浦，“乡村CEO”陈培培创办的

返乡青年就业中介事务所，被当地人亲

切地称为“小镇就业红娘”。一年时间

里，这个机构帮助30多名返乡青年找到

了合适的工作岗位，更探索出“技能培

训+企业对接+创业孵化”的全链条服务

模式。

“每个青年都值得被看见！”陈培培的

办公室里挂着一张桐浦镇地图，上面密密

麻麻标注了返乡青年的就业创业点位。

她告诉记者，这上面的每一个标注，都记

录着返乡青年的足迹，见证着小镇从“洄

游驿站”向创业沃土的蜕变。

地图上最为醒目的标注，是浦西村由

废弃老菜场蜕变而来的竹丝镶嵌共富工

坊，这里承载着“95后”返乡青年孙建闯

的非遗复兴梦。

据介绍，竹丝镶嵌是一种传统工艺，

2007年被列入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孙建闯曾在高中就读工艺美术

专业，在学校研修过竹丝镶嵌课程，跟随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竹丝镶嵌）代

表性传承人张锦达学习竹丝镶嵌技艺。

2019年，大学毕业后的孙建闯选择

了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进入温州大

学继续教育学院担任辅导员，过着朝九晚

五、按部就班的生活。平淡有序的日子

里，将竹丝镶嵌这门技艺传承下去的念

头，却始终在孙建闯脑海中萦绕。

2020年，他毅然辞去工作回到桐浦，

将自家老宅改成新篁竹创工作室，开启了

竹丝镶嵌技艺产业化的探索之路。

面对竹丝镶嵌工艺繁复、传承艰难的

困境，他大胆创新，历经3年钻研，成功研

发出第3代机器设备，实现超40%产品组

件“机器换人”，并通过标准化流程降低制

作门槛，让村内闲散劳动力也能参与生

产，吃上“非遗饭”。

2024年底，浦西村“两委”与孙建闯

携手，将废弃老菜场改造为竹丝镶嵌共富

工坊，打造集非遗生产、研学体验、特色集

市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空间。共富工坊

不仅让村集体每年增收约40万元，还创

造了100个就业岗位，带动20余名村民

月均增收超3600元。

眼下，孙建闯创新推出灯具、相框等

文创产品及“乐高版”DIY体验盒，以现代

设计赋予传统技艺新活力，吸引更多人成

为竹丝镶嵌的“粉丝”。

孙建闯的故事，照亮了更多青年的返

乡路，越来越多年轻人在桐浦找到了发展

方向。21岁的曾大卫从“躺平青年”成长

为镇上茶馆的咖啡师，还计划自学美术设

计开发文创产品，他说：“小镇让像我这样

的‘ I人’（内向青年）更有归属感。”

这样的成效并非偶然。今年以来，桐

浦镇以乡情为纽带，建立314名返乡青年

“一人一档”数据库，动态追踪技能与就业

意向；联合市域国企组建“用工需求池”，

举办“乡音专场”招聘会，点对点推送适配

岗位130余个；开展“家乡体验日”活动，

组织青年走进本地企业、非遗工坊，以乡

愁体验激发归属感，实现“人岗适配”与

“情感扎根”双轨并进，逐步探索出了一条

“引雁回巢、扎根焕活、振兴共富”的乡村

振兴路径。

“年轻的时候总要出去看一看。”和

许多在小镇长大的同龄人一样，“创二

代”杨新新毕业后选择留在杭州，从事服

装设计工作，一干就是四五年。

但家乡的发展始终牵动着杨新新的

心。2024年，她父亲创办的桐浦镇南南

家庭农场入选市级研学基地，由于人手紧

缺，她决定回乡，开启了“创二代”返乡创

业之路。

杨新新选择回归农场，并非简单的

“子承父业”，而是怀揣着让农业焕发新

活力、为城市孩子打造自然课堂的愿

景。“当下，农业不再是‘土里刨食’，而是

充满无限可能的广阔天地。我们守着土

地，更要激活土地的价值。”杨新新坦言，

她的目标是将父辈的农场转型为一个连

接城乡、寓教于乐的“自然体验空间”，让

更多人，尤其是孩子们能在这里触摸土

地，感受劳作之美。

敏锐捕捉到乡村体验的新趋势，杨

新新今年在农场内砌起了一座窑炉。“窑

炉面包的火爆契合了游客对原始烹饪方

式和天然味道的向往，这正是我们想传

递的‘从土地到餐桌’理念的绝佳载体。”

她介绍，这是为研学团队延伸定制的体

验课程，孩子们可以亲手揉面、制作面

包、现场烘焙，在烟火氤氲中见证食物诞

生的过程，体会“粒粒皆辛苦”。

窑炉面包成为新晋“网红”，为研学

团队带来丰富体验，这是杨新新精心构

建的“玩中学”研学体系的一个缩影。除

此之外，南南家庭农场还开发了农耕、非

遗代表性项目漆扇制作、石磨豆浆等十

余项特色体验活动。今年以来，凭借丰

富的课程矩阵，该农场已接待研学学生

近万人次，客流量同比激增70%。

在桐浦镇的另一边，返乡青年杨杨

的收获农场也办得有声有色。

收获农场里，大片的草地是孩子们

肆意奔跑的乐园，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吸

引着孩子们前来投喂，还有菜园可供采

摘，花园可以浇花。杨杨精心设计了自

然教育体验课，让孩子们在亲近自然的

过程中学习知识。周末的农场里，孩子

们脚踩泥土，亲手种下蔬菜种子；在喂养

小动物的过程中，了解动物的生活习性

……

杨杨还根据不同季节推出特色活

动：春天可以采摘草莓、桑葚，夏天可以

挖藕，秋天能堆肥，冬天则可以围炉煮

茶，享受温暖的亲子时光。凭借丰富的

活动和优美的环境，收获农场成为当地

亲子游的热门“打卡地”。

这些“归雁”的故事不仅激活了乡村

的要素配置和内生动力，唤醒了沉睡的

资源，也倒逼桐浦镇提高服务意识。近

年来，桐浦镇依托共富工坊开设非遗代

表性项目技艺、直播技能等培训，培育

“农创客”“新农人”等50余名，促成南南

家庭农场、收获农场、大桐茶馆等主理人

交流合作，串联镇域文旅点位打造“四季

桐游”路线，激活全域文旅活力，并择优

吸纳23名青年人才作为村级组织储备

干部，为基层治理注入新鲜血液。

眼下，村级组织换届工作即将启动，

该镇正积极实施“青年人才回引计划”，

通过政策宣传、岗位推介等方式，招引优

秀青年返乡任职，激发乡村发展活力。

前不久，该镇还公开招录第一批10名

“共富委员”，将致富能人的专业所长、创

业经验、共富资源与各村的发展特色、资

源禀赋等进行精准匹配，实现人才与乡

村的“双向奔赴”，携手绘就共富新图景。

乡愁只是召唤青年回归的情感纽

带，实打实的政策支持、完善的创业服

务、活跃的产业生态，才是让他们扎根发

展的关键。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桐

浦镇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样本。

它证明，只要搭建好舞台，小镇青年不仅

能在家乡找到人生出彩的机会，更能成

为激活乡村发展的关键力量。

政策与服务
如何让青年“留得下、发展好”？

乡愁与机遇
青年为何选择归来？

突破与激活
青年返乡“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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