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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律动乡村共富路
“建行裕农通杯”第五届浙江省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圆满落幕

古 羽 张 琦 刘亚辉 徐丽珍

今年 7月，参加“建行裕农通杯”第五届浙江省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的周琳伟带着老师和同学来到自己的家乡温州南麂岛。一望无际的海洋，水天一色，无

尽的天空向远方绵延而去，岸边的浪花染上荧光璀璨的幽蓝色，晶莹剔透的宝蓝色浪花在礁石边翻飞、深浅不一⋯⋯

周琳伟说：“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片海景，都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能用所学知识技能回报生我养我的家乡，让我非常自豪！”

11月25日，带着这样的一份自豪，他来到了嘉兴学院第五届浙江省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决赛现场。这一天，如他这般充满自豪与希望的大学生从各地来到

嘉兴学院，带着过去数月沉浸在乡村的野香、带着助力乡村振兴的热情与愿望、带着服务乡村的智力成果，汇聚成第五届浙江省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丰硕的成

果。

毫无疑问，通过浙江省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的平台，这些年轻人正用想象力和所学所知给乡村带去活力。“大赛创办的初心，就是让乡村与青年实现双向奔

赴。青年是助力乡村发展的重要力量，乡村也是青年收获成长的丰沃土壤。”浙江省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秘书长魏遐说。

决定参加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
赛时，浙江树人学院“莓竹克”（magic）
团队还处在迷茫当中。他们这样写
道：“内卷、精神内耗，分明有那么多事
情想做，但身体总是疲惫得像一团浸
透的棉花提不起劲。大家都不愿意去
看旁人奔跑的脚步，又总是不甘心地
偷偷瞟一眼，然后不得不挣扎着追赶。”

这场赛事给了他们奔跑的理由和
方向。走进安吉大竹园村，荷塘，稻
田、大片的竹林、可口的蓝莓⋯⋯这里
环境清幽，晨起鸟鸣，夜里安静。“我们
在此处驻足，项目由模糊的雏形到具
像化，大家也在一次次方案修订过程
中成长。关于大竹园村的旅游产品规
划，在我们的畅想中拔地而起，一直以
来蒙在心中的那层迷雾也一点点散
开。”“莓竹克”团队同学说。

通过这场大赛，大学生积极投身
于乡村振兴事业，更深入学习了国家
的战略部署，对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
富裕示范区有了更直观的感受，共富
路上“一个也不能少”，投身时代浪潮，
大学生责无旁贷。

当前，浙江正在全力推进未来乡
村建设，一方面实现现代农业、美丽经
济、村庄经营的成效显著，另一方面通
过片区化、组团式整体谋划村庄规划，
城乡风貌整体优化。而这正是乡村振
兴创意大赛最具特色的创意内容，也
是大学生发挥真才实干的大舞台。广

袤的田野乡村之间，乡村振兴已成为
立德树人的大课堂。

“通过乡村振兴大赛，我们可以真
正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到乡村振兴的土
地上，以及在实践中锻炼学以致用、知
行合一的本领，收获更多的成长。”来
自浙江外国语学院的罗亚楠和她的团
队创作《千岛农品蜂蜜包装系列设计》
作品，给乡村特色农产品带来了新鲜
的创意。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依托乡村
振兴创意大赛平台，把大赛项目引入
第一课堂，实现课赛融通，以赛促学，
取得良好成效。课程中，直接引用“黄
河非遗点亮老家河南”全国大学生乡
村振兴创意大赛餐饮空间赛题作为课
程设计，通过全班参与实际项目，激发
了学生学习兴趣和热情，相关课程设
计也收获当年此项赛事的金奖。近几
年，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共获得乡
村振兴创意大赛金奖 5 项，今年的专
项赛立项10项，此成绩位居全省高校
第四，高职院校第一。

“一直在呼吁大学生要把论文写
在中国的大地上，但到底应该怎么
写？”北京大学信研院首席经济学家张
国有教授在专项赛点评时指出：“乡村
振兴创意大赛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实
践方式。有了大赛搭台、高校助力、政
企支持，才有这样一场青春十足、创意
满满的市集成果展览。”

走出象牙塔 用赛事推动青年成才

乡村与青年双向奔赴——
浙江省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

第五届浙江省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由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
农业农村厅、浙江省乡村振兴局、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浙江省大
学生科技竞赛委员会主办，浙江财经大学为秘书处单位，中国建设银行
浙江省分行为特别支持单位，嘉兴学院、淳安县人民政府联合承办。此
次大赛竞赛合作基地含乡镇67个，招标村200余个。除主体赛外，另有
钱塘未来乡村、泰顺未来乡村、进化文化赋能、“千岛农品”淳安乡村文
创、定海乡村文创、坝头山陆游文化 6 个浙江省内专项赛。自 5 月份启
动以来，共吸引全省 4180 支团队、37620 名师生参赛，总计收到来自 86
所院校 4180 件参赛作品，内容涵盖乡村产业创意、乡村规划设计、乡村
人文与公益、农文旅品牌设计、乡村服务及商业布局改造提升、乡村空
间文化提升、农产品直播带货及文化宣传等方面。

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真题真做，这是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
的特殊之处。浙江省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于2018年由浙江财经大
学发起创办，在全国率先探索出真题真做、“政校企村”四位一体的高校
服务乡村振兴的浙江模式,是浙江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高
校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赛事。

截至目前，大赛已带领来自全国的 500 多所高校、10900 多支团队、
10 万余名师生深入乡村，为乡村进行产业规划、空间设计建造、农产品
文创设计、举办人文公益活动等，共诞生1万多件参赛作品。截至目前,
在浙江省内外落地了1000多个优秀项目，成效显著，并获得当地政府和
乡民的广泛好评。

“感恩乡村振兴创意大赛，让我能集结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我们
凝聚青春力量，共同助力乡村发展！”今年乡村振兴创意大赛参赛团队
的队长、来自金华职业技术学院的裴鑫媛说。

大学生能为乡村振兴做些什么？
年轻人来到乡村，他们能够感受到什
么、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作为年轻人，我们去乡村，乡村
最吸引我们的是它那独特的文化韵
味，文化作为乡村发展的内在纽带和
灵魂，无疑是特色发展的关键。我们
在挖掘文化的时候，不仅要挖掘文化
本身，还要结合当下的时代背景，为历
史文化赋予时代新内涵，创建别树一
帜的文化 IP，让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历时两个多月，温州科技职业学院“众
望所龟”团队扎根温州市泰顺县龟湖
村，带去新兴的产业创意与发展理
念。他们根据不同乡村所具有的特
质，帮助乡村走出农旅、文旅、工旅产
业融合新路子，稳固乡村产业发展根
基，壮大乡村振兴实力，为乡村发展带
富原乡人、带来游乡人、引进新乡人。

“通过这次比赛，我们对乡村振兴
也有了新的见解与思考：资源为基，产
业为王，文化为魂。有了产业带动，乡
村才有了振兴和共富的动力，有了文化
输出与传承，乡村的内涵与品质才能得
以重塑。”“众望所龟”团队的同学说。

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
的地域综合体，兼具生产、生活、生态、
文化等多重功能，乡村兴则国家兴。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
区，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乡村，最大
的潜力和后劲也在乡村。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要激励
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
大展才华、大显身手，急需打造一支强
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在乡村形成
人才、土地、资金、产业汇聚的良性循
环。乡村振兴创意大赛将大学生带进
乡村，带入农村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场
景，正是用年轻人才的创意和活力盘
活乡村资源，以创意项目独辟蹊径带
动乡村产业联动，也给当地发展乡村

产业带来更多的思考。《小康》杂志社
副社长赖惠能在定海乡村文创专项赛
中指出，社会发展、乡村振兴最根本的
取决于年轻人、取决于年轻人回乡村
创业、扎根乡村的可能性和积极性。
未来乡村的形态，应该保留乡村生活
气息和文化特征的“城乡有别”和以数
字乡村为代表的“城乡一体”，像日本
一样的生态环境、像欧美一样的生态
理念，成为产业、企业的后花园和青年
创业的沃土。

董家村旧名中心岙村，位于浙江
省宁波市奉化区大堰镇西南山区的奉
化江源头，是位于宁波市饮用水源上
游的全山区型村庄。董家村还是省级
历史文化名村，始建于明永乐年间，距
今有近 600 年的历史。该村历史悠
久，民风淳朴，人文资源丰富，具有独
特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文物价值，是江
浙地区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文化古
村。但董家村区位偏僻、交通不便、人
口外流、产业停滞、空间衰败，“乡村收

缩”程度剧烈。
宁波大学“乡村故事”团队来到

董家村，希望帮助董家村摆脱乡村
衰败的现状，他们将“精明收缩”规
划的经验引入乡村振兴的空间规划
实践，对农村建设规模与空间布局
进行优化重组，贯彻“减量”“存量”
的思维，充分利用现有乡村建设空
间，完善乡村承载的功能，促进乡村
地区居民生活、生产、生态空间的高
效融合。

绿水青山处处有，但每个乡村都
有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要让乡村活
起来，需要的是创意与实干。“大学生
用创意点燃乡村文化、激活乡村资源，
这与淳安的山水禀赋和人文情怀是高
度契合的。”在淳安乡村文创专项赛现
场，淳安县文广旅体局相关负责人说，

“愿将来仍能以赛为媒，与全省高校携
手，为淳安打通‘文化资源——文化产
品——文化产业’的转化路径注入新
能量。”

村里来了年轻人 创意让乡村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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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由浙江财经大学提供）

青年们高举旗帜，与风同行。钱塘未来乡村专项赛空间赛点历经学生、指导老师和创意导师的多轮论证提升，于9月20日集体开工。

村里来了年轻人，青春的力量在泰顺乡野里大放异彩。温州大学团队经过 60 天的
驻村，为竹里畲族乡打造了创意餐饮店：竹里乡外。

历经春播、夏种，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
院团队在泰顺柳峰乡落地了创意造纸体验
空间“‘纸’想和你玩”。

青年是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乡村也是青年实践和成长的沃土。淳安乡村文创专
项赛中，浙江外国语学院参赛团队创意设计了一套淳安蜂蜜包装。

“陆游的乡村世界”坝头山陆游文化专项赛，文创组以“ZAO 风华·陆游的乡村世界
文创市集”活动，再现宋朝文化市集的繁荣景象，助力坝头山村宋韵文化的传播和乡村产
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