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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龙游溪口镇，70 年前，“衢州
六烈士”之一的李子珍，在他的家乡
溪口组织“溪口联谊会”，以凝聚青
春之力、团结革命能量，从事抗日救
亡活动。如今，充满激情和信念的
年轻人汇聚溪口，创建了“溪口青春
联合会”。

作为龙南区域的中心镇，周边
的庙下乡、大街乡和沐尘乡的群众
习惯到溪口镇购物、上学、就医。为
推动人才、资金、技术等资源集聚，
有效辐射周边三个乡，龙游通过打
造产业共同体、善治共同体和民生
共同体，以“一镇带三乡”集群发展
模式，探索山区特色共富之路。

“一镇带三乡”利用既有地理人
文接近优势，横贯产业、治理、民生等
多方面，打通了治理领域的体制机制

梗阻，加强了经济领域的资源要素流
动性，扩大了优质民生服务的覆盖
面，也吸引了一批青年来此创业。

在溪口未来乡村，青年创客跟政
府一起办公、跟大师一起创业、跟居民
一起生活。同时，龙游推出一系列“双
招双引”新政策，依托衢州学院建设美
丽经济学院、未来乡村研究院，让回到
溪口的年轻人抱团发展，相互促进并
成长。

作为溪口青春联合会的一员，
乡贤吴琴芬带着她的“瓷米乡创”入
驻溪口乡村未来社区。在她看来，
未来乡村给了“瓷米”一个发展的空
间，而“瓷米”则将文化艺术交流、文
创研发设计的氛围带到溪口，吸引
着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聚集到此处。

青年需要什么样的空间，当地
就塑造适合的场景环境与课程。自
溪口打造未来乡村以来，通过农民
集聚和乡贤回归工程，共有 2700 人
流入。原乡人、归乡人、新乡人，他
们在溪口一起创业、一起生活、一起
致富。

青年的回归，为当地发展注入
全新动力。创客们将当地人文和自
然资源捆绑，邀请当地木匠为游客
现场展示小木马等童年玩具的制作
工序；开设线下乡愁体验空间，让游
客可以购买装有各类龙游农特产品
的“一盒乡愁”，打造独特的乡愁产
业⋯⋯如今，已有 90 余名年轻创客
入驻溪口，结对 810 户农户，累计销
售总额达4000多万元。

共享资源抱团发展
搭建青年创业“舞台”

建设青年发展型的明珠城市，
不仅要搭建青年创业“舞台”，更要
创造条件，让青年更有为。

“龙游对青年创业是非常支持
的，这让我创业信心倍增。”2014
年，1989 年出生的龙游小伙王阳返
乡创业，开启了养羊之旅。在政府
部 门 的 支 持 下 ，羊 舍 四 次 升 级 改
造，华丽转身现代化农场。经过不
断努力，他创办的浙江弘洋牧业有
限公司，目前存栏湖羊 3500 只，带
动 10 多家农户养殖 3000 只，年产
值达到 600 余万元，其中带动农户
增收 300 余万元，唱响了新农人的
田园牧歌。

良好的营商环境点燃乡村共富
创业星火。“新农人”的到来，成为乡
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因看好这座浙
西小城的未来发展前景，新生代企
业家也纷纷“加盟”，他们以全球化
的视野、创新的思维，成为引领龙游
生态工业发展的新势力。

“贝尔的未来在龙游，贝尔的未
来在青年。”浙江贝尔轨道交通有限
公司新一代“掌门人”方津从国外留
学归来后，回到父辈的企业当起“工

人”。他将国际化的视野和本土化
的需求相结合，专注于铁路道岔及
重要轨件产品开发。企业自主研发
合金钢道岔，创下了重载线路 7.91
亿吨通过总重的纪录，更是填补了
国内多个项目的空白，企业产品还
出口到美国、韩国等国家，贝尔通信
被国家工信部认定为全国专精特新

“小巨人”。
越来越多的青创力量回归县

域、进驻乡里，为龙游经济社会发展
注入强劲动能。为让在龙游创新创
业的青年才俊享受优质服务、一流
资源，龙游成立浙工大生态工业创
新研究院，集学术研究、产业转化、
人 才 培 养、决 策 咨 询 等 功 能 于 一
体。近年来，为更好吸引、留住青年
人才，进一步激发青年活力，让青年
更有为，龙游积极搭建“青年新联”
平台，筑好青年人才“蓄水池”，培养
青年人才“优等生”，稳步提高龙游
对青年的承载力、吸引力和凝聚力，
不断提升青年对龙游的认同感、参
与感和贡献度，化青春势能为发展
动能，让城市与青年携手共建“青春
之城”。

打造最优营商环境
助力青年“孵化”梦想

青年人有希望，城市才有未来。想要真正留住城
市中的青年人和新市民，就要让他们真正“扎下根来”，
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当前，不少城市都在持续发力，放宽落户门槛、增
设人才补贴等升级政策“抢人”。但龙游深知在物质生
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只有“物质认同”是不够的，更
要争取“价值认同”，才能让城市和青年人之间更加“情
投意合”。

留人先留心，龙游致力于打造青年人喜爱的城市。
“年轻人更懂年轻人。希望通过年轻人群体主导

的策划、设计、创造，来构建年轻人心目中的理想家
园。”为了增加县城对年轻人的“青和力”，日前，在龙游
瀫畔·8090青年创造季活动上，龙游把青年发展型县域
建设的主要平台龙游瀫，交由27位40岁以下的青年设
计师和1个创新艺术机构来设计景观方案，一方面努力

“缩小距离”，“缩小”与年轻人之间的距离，为他们定制
一座“梦想之城”；另一方面“放大优势”，“放大”年轻人
所看重的优势，让县城具有“不逊于”大城市的魅力。

心灵相通，就有共鸣；同心携手，便有共情。一个
能与青年人“同频共振”，引起情感共鸣的城市，才能吸
引更多青年人驻足，勃发青春脉动。

在国家 4A 级景区龙游民居苑，有一座 8090 新时
代理论宣讲员“孵化基地”，外形古朴、装修清新，备课
间、阅读室、直播间、茶话室、试讲间、培训课堂等一应
俱全，成为青年欢聚的场所。

“这里有研学中心、主题书房，还有专家、导师和优
秀宣讲员的专业指导，吸引我们成为理论的粉丝，更吸
引我们成为讲师。”看着伙伴们的宣讲引得满堂喝彩，
新“龙游人”华飞果引起共情，果断上台即兴宣讲，分享
了从一名普通研发人员成长为企业总经理的经历，激
起在场青年去顽强拼搏的强烈共鸣。

以青年引领青年、激励青年、赢得青年。龙游8090
新时代理论宣讲团从创办之初的30余人发展到如今的
4000多人，宣讲团队伍在不断地壮大，越来越多的青年
人被理论所吸引，加入到 8090 新时代理论宣讲的实践
中来，吹响了新时代理论宣讲的号角。作为 8090 新时
代理论宣讲的发源地，如今在龙游，8090 活动层出不
穷，理论宣讲变成时尚风潮。

思想在交融，共识在凝聚，龙游与青年向着美好前
进。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今年龙游新增青年大学生
8000 余人，青年产业人才、高技能人才同比增长 13%
和40%，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82.9%。

建设“青春之城”
实现青年“心有所往”

溪口青春联合会溪口青春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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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口老街一盒故乡乡愁馆 龙游8090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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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因城市而聚，城市因青年而兴。

如何实现城市与青年共同发展?在今年召开的中共龙游县委十二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上，龙游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探索建设青年发展型

的明珠城市，让城市对青年更友好、青年对城市更有为，推动龙游迈入高质量发展“新赛道”。

这条看似全新的“赛道”，龙游探索已久：近年来，以8090新时代理论宣讲工作为牵引，围绕青年发展，当地聚力塑造向上向美、创梦创富、

宜居宜游、成长成才、共建共享的大场景，不断提升龙游对青年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承载力；同时，全面打通青年“引、育、留”关键环节，迭代升

级人才新政⋯⋯一揽子举措落地，龙游“青和力”持续加码，一场城市与青年的“双向奔赴”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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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游：逐浪“新赛道”,青年与城市“双向奔赴”
梅玲玲

专家点评

创造条件让青年更有为

山区发展共富难的是吸引青创力量回归县
域、进驻乡里，让祖辈们的创业故土再续辉煌。党
委政府该如何作为？龙游实践提供了好办法。擎
起青年“梦想之城”鲜亮旗帜，探索建设青年发展
型的明珠城市，让城市对青年更友好、青年对城市
更有为。要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赢得青年喜爱，打造青年们向往的“梦想之城”。
倾情构筑青年创业服务体系，以 8090 新时代理论
宣讲为牵引，塑造向上向美、创梦创富、宜居宜游、
成长成才大场景，全面打通青年“引、育、留、用”环
节，升级人才新政、与高校院所联合设立创新机
构；强化创业扶持与技能培训、搭建“青年新联”平
台和青创赛事；千方百计提供创业、项目机会、开
辟孵化空间等，让青年们放飞梦想，实现价值共鸣
情感。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创造未
来的青创力量正是城乡共富的活力之水。

朱李鸣，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首席专家、二
级研究员

龙游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