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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德清 6 月 9 日电 （记者 朱承） 9 日，全省乡镇街道
商会建设推进会在德清召开。这是继2023年后，我省再次专
题部署推进基层商会建设。记者从会上获悉，目前全省共有
乡镇街道商会 1135 家，登记注册率达 97.8%。其中杭州、宁
波、温州、嘉兴、绍兴、衢州、舟山等市实现登记注册100%。

数据显示，乡镇街道商会在全省工商联所属商会中占比
超过三分之一，在基层治理中扮演着打通“最后一公里”的关
键角色，在基层治理和共同富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会上发布了60个全省乡镇街道商会优秀实践案例，涵盖
党建引领、经济服务、权益维护等六大领域。

在经济服务方面，多家商会发挥组织优势，积极整合优化
资源。如宁波市江北区前洋商会针对校企资源分散、对接不
畅的行业痛点，建立“线上+线下”联动机制，通过组织校企共
建座谈会、依托数字化手段等搭建常态化校企沟通机制，服务
企业高质量发展；德清县乾元镇商会创新构建企业诉求响应
的高效处置闭环，建立党员技术攻关队推动技改，助力镇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

在权益维护方面，则主要通过构建法律全链条响应体系，
维护会员企业合法权益。如杭州市临安区锦北商会创新建立

“劳动关系健康体检”制度，组织专家团队为企业提供用工风险
评估、制度合规审查等服务，累计化解潜在争议隐患143起。

推进会现场，20 家乡镇街道商会进行结对、互学共进。
杭州市临平区塘西街道商会和舟山市定海区盐仓街道商会等
成为首批结对单位，将围绕商会建设、服务创新等开展交流合
作，成为我省加强基层商会建设的一次全新探索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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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杭州6月9日讯 （记者 王啸 通讯员 阮家骅） 9日
下午，记者从省检察院和省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携手关爱，
共护未来”为主题的检察开放日活动获悉，我省将进一步推进
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推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需
求与社会资源有效衔接配合，不断深化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与
犯罪防治。现场同步发布了《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中加强社
会工作服务典型案例》。

据了解，我省各地通过构建并持续优化未成年人检察社
会支持体系建设，在政策保障、联动协作、资金支持等方面积
极探索，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提供专业人才支撑、社会支持力
量和资金支持。截至目前，全省共引入 96 个社会组织、1324
名社会工作者共同开展涉案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帮教矫治、心
理疏导、关爱帮扶等工作。近一年来，开展社会帮教1854人、
12568 次，开展其他关爱服务如就学、就业安置帮扶等 964
人、1014 次。2024 年，全省未成年人犯罪数量比上年下降
3.17%。

我省将通过完善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协作机制，
不断延伸拓展司法社会工作服务内容，构建事前预防、事中干
预、事后帮扶的全流程、全方位、全领域保护体系。同时，将持
续联合相关部门不断细化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全流程操作
规范，确保各项服务精准对接未成年人犯罪防治与权益保护
的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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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金春华 周林怡 张苗 蒋欣如
何伊伲 王艳琼

清晨，第一缕阳光掠过西太平洋，洒向舟
山嵊山岛。85 后上海籍餐饮吧业主张劲开
始为游客调制咖啡、准备餐点。

绍兴会稽山下，27 岁的种粮大户赵逸飞
学苏东坡“左牵黄，右擎苍”，带着他的中华田
园犬，放飞无人机巡田。

浙西遂昌大山里，95后小伙邱黎辉已到地
头转了一圈，为新一天的土特产销售忙开了。

⋯⋯
在浙江，越来越多青年创客在乡村创业

生活。
根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全国各类返乡

入乡创业人员超过 1200 万人。专家据此估
算，2025 年，浙江 45 岁以下的返乡青年人口
累计将超35万人。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青
年自主返乡创业。受来浙潮汐性人口迁入流
入影响，未来浙江返乡青年还会持续增加。”
中国人口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马寅初研究
会会长米红分析。

青年为何返乡？他们为乡村带来了什
么？在农村创业、生活得如何？农村生活又改
变了他们什么？带着一个个问号，本报记者近
期走访浙江11市，深入山村海岛采访调研。

逆城市化进程中的返乡潮
今日乡村，对青年而言是实现自我价值

的空间，富有吸引力。
入夜，湖州市安吉县余村村，90 后姜洪

调试着天文望远镜，身边游客沉醉星河发出
阵阵惊叹。

半年多前，姜洪辞了杭州的工作，到村里
创办这个星空观测项目。丈夫担心她是一时
冲动，她一条条分析，特别是那句“这可是把
爱好当事业的好机会”，说服了他。如今，她
组织的活动场场爆满。

20 年前，习近平同志来到安吉时说，经
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逆城市化会更加明显，一
些人可能更喜欢住在农村或郊区。

随着越来越多青年入乡，“逆城市化时
代”已然到来。

“青年返乡会形成‘鲶鱼效应’‘滚雪球效
应’，吸引更多人扎根乡土。”浙江大学中国农
村发展研究院教授郭红东分析，这一趋势，离
不开政策推力与乡村内生红利。浙江已出台
不少培育“新农人”的举措。“千万工程”深入
实施，让农村的生活和创业环境不断升级。
乡村在低成本试错空间与差异化竞争赛道上
的优势更为明显。而家庭支持力同样关键，
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很多家长视野开阔、有一
定经济基础，愿意支持孩子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们通过线上线下发放了返乡青年问卷
调查，收回的问卷显示：浙江返乡创业青年
中，39岁以下占比超83%，其中95后与00后
合计近三成。这些年轻人自信、个性鲜明，有
着自己对人生、对事业的评价标准。

“青年返乡对缩小‘三大差距’、推动共同
富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有着特殊意义。他
们是引领新农民、发展新农村、托起新农业的
生力军，也将成为中国农村人口重新洗牌的
最大变量。”省委党校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主
任林晓珊说。

更注重自我价值实现的青年们，在乡村
或投身于技术革新，或眷恋家庭温情，或追寻

诗意栖居。
在绍兴市越城区，赵逸飞的无人机掠过

稻田，进行巡检。2021年，他返乡创业，第一
年亏损10万元，有人劝他及时止损。“我在外
创业 3 年，比较过不同行业的潜力。现代农
业是机械化、智能化作业，不再是‘面朝黄土
背朝天’，有无限可能性。”他迅速转型，开辟
无人机农药喷洒、施肥等服务，在稻田上搞无
人机培训，去年实现利润30多万元。

同是返乡，遂昌小伙邱黎辉选择创办家
庭农场。他父亲起初不同意，也想不通：“孩
子好不容易跳出农门，再回村里，大学生不是
白培养了？”父子俩吵得吃饭都不能坐一桌。
邱黎辉写了一份详细的项目计划书，拉着当
村干部的伯父做“说客”。父亲也释然了，“年
代不一样了，成功不是只有一条路”。

在嵊泗县花鸟岛创业3年多的南京姑娘
陆羽倩，代表着另一种选择。

28 岁前，陆羽倩一直生活在城市。繁
忙、“内卷”、高成本，让很多像她这样的年轻
人感到疲惫。一次旅行，她找到了“诗和远
方”：岛上有咖啡馆等新兴业态，年轻人也不
少，生活成本低，推门可见海。因为“自己喜
欢吃”，她开了岛上第一家冰淇淋店。

小陆坦言，自己不一定长居海岛，“但我
来这开店，本就不是奔着赚钱的，只想换种不
一样的生活”。

青年与乡村的相互成就
5 年前，廖万甜辞去白领工作，揣着 1 万

元扎进嘉兴桐乡农创园，家人都为她捏把汗。
这名95后姑娘白天育种、夜晚直播，用一

年时间，将冷门植物花烛卖成年销百万元的“网
红绿植”。小苗圃成长为浙江最大的花烛育种
基地，廖万甜愈发笃定：“农业也可以很时髦。”

在浙江，如她这般“逆行”的青年为乡村
引入了一个个新业态。现代农业、农村旅游、
文化创意、农业电商、设备制造⋯⋯仅调查问
卷显示，青年涉足的行业就多达五六十个。

“青年创客在乡村嵌入式发展，实现自我
价值、创造社会价值。”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
展研究院教授茅锐曾带队调研浙江27个村，
发现大部分创客有城市求学或工作的经历，
为乡村带去了新业态、新技术、新理念。

遂昌的竹山林海间，无人机蜂鸣。记者
见到了正在调试机器的谢雄钧。2021 年，

“低空经济”首次被纳入国家发展规划，他放
弃收益不错的外贸生意，转战乡村。

“农业、农村对新质生产力的需求不比城
市小。难就难在要从零开始，引人才、育市
场、建产业链。”谢雄钧说。缺团队，他就想着

法儿找小伙伴加入，现在仅本地无人机飞手
就有近百人。缺研发力量，他就与浙江农林
大学等多所高校合作。他的公司研制的大载
重无人机“浙林勇士”等机型在业内小有名
气，去年整体营收1200万元。

“谢雄钧”们从无到有打拼，有些人则在
努力“从有到优”。

嵊州 95 后姑娘吕爽关停父辈赖以生存
的老产品线时，父亲吕成好几天未眠。这位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人更未想到，女
儿设计的竹编新产品，短短一两年让“利润比
竹篾还薄”的老厂年产值翻番，突破 700 万
元。她开设的竹编研学课程，更是吸引年轻
人排队来学。

“我编织竹编新产品，竹编也‘编’给我一
根接力棒。”吕爽说。

相互成就，是青年与乡村的浪漫。
“青年创客盘活了乡村沉睡的资源、激活

了乡村多元价值，将推动乡村整体转型。”长
期关注这一群体的省委农办秘书处处长方杰
说，乡村全面振兴过程中，引入青年这一“源
头活水”至关重要。

安吉县溪龙村，正是这样“转型”的。
这里有国内首家专为数字游民服务的创

意园区——DNA 数字游民公社。它曾是废
弃工厂，如今是办公区、住宿区、篮球场等配
套一应俱全的“云端办公室”。3 年多来，累
计已有1万余名数字游民栖居于此。

数字游民，是一群敢于探索、四海为家的年
轻人，一台电脑即可工作。他们拍视频、做直播，
让曾经沉寂的村庄年迎客18万人次。村民返乡
开起乡村咖啡馆、音乐酒馆、窑烤面包店⋯⋯

当无人机掠过茶山、流量编织竹编、代码
耕作田野，传统与现代、都市与乡村，边界渐
渐消融。

青年，也收到了乡村的馈赠——幸福感、
获得感、归属感。

“在城里喝咖啡是为工作‘续命’，在村里
是为了放松。”在义乌市李祖村见到杨聪云
时，她刚结束直播，散着步去村里的咖啡馆。
这位江西姑娘在杭州创业5年。城市竞争激
烈，她逼自己“大干快上”，神经紧绷。2023
年，她在李祖村租下一幢农房做跨境直播。
第一个月，满身疲惫就消失了。

“李祖村让我明白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什么是成功。尊重自然、顺应规律，成果慢慢
就来了。”杨聪云递来一杯特调的“李祖咖
啡”——增加奶和糖的比例，口感饱满而独特。

青年是乡村振兴的最大希望
人口流动不是单向的“村到城”，青年正

用他们的脚步给时代带来这一启示。
构建更有利于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体制

机制，让农村发展和城市化相得益彰，在当下
显得尤为迫切。

调研中，很多青年也提到了在乡村创业
的不易：单枪匹马，水土不服，产业配套尚有
欠缺，回报周期较长⋯⋯

“人是跟着产业和项目走的。青年在乡
村创业，更需要‘扶上马、送一程’。”中国计量
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副院长左冕说。

2023年，有丰富设计经验的张睿轩来嵊
泗县五龙乡创业，项目差点无法落地——他
设计“向海而开”的玻璃窗，想在平屋顶用上
飞檐，但房东不太理解。

所幸乡、村干部帮忙与房东沟通。如今，
他的“礁石茶咖”不仅成为网红打卡点，还促
进了整个片区的美学升级。

医疗、教育、消费⋯⋯当创业渐入正轨，
注重生活品质的青年，会明显感受到城乡在
生活上的差距。

“我们刚开始觉得孩子在嵊泗上学也可
以，但临报名还是放弃了。家人平时在上海，
等孩子放假来岛上住。”李家珺选择在上海和
嵊泗经营同名餐吧，两边跑。

记者收到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我省返
乡青年八成多来自本省，15.37%来自外省。
省内青年创业不易，省外青年离家远，要克服
的困难更不少。

让“李家珺”们欣慰的是，各方都在努力
补不足。

“改造一批廉租公寓，用更低的生活成本
吸引年轻人。你们觉得如何？”嵊泗县枸杞乡
党委书记黄皓哲经常找青年创客“头脑风
暴”，问一问需求。

医疗水平有差距？可以加强基本公共
服务一体化建设，培育医养结合产业，吸引
更多优质医疗资源进入。教育资源相对
少？可以探索海岛与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的
合作，加大引进力度⋯⋯黄皓哲的笔记本上
记了不少。

思想观念上的深层冲突，则更需全社会
助力消除。

畲族小伙雷俊宇，是遂昌县后江村第一
批主动回村的青年。2023 年，他毕业回家，
想以畲族彩带创业。

“一个大男人编彩带？”亲友、邻居⋯⋯村
里几乎没人懂他。

“公众对非遗的认可度在提高。”雷俊宇
坚持下来了，在线上卖彩带，也教课，已有 10
名来自上海、云南、广东等地的徒弟。慢慢
地，他结识了乡村创客、高校专家、老手艺人
等朋友，和他一起做传承的事。

如今，家人开始介绍他的工作是：传承
非遗。

碰撞、改造，将是乡村未来的常态。
长三角老龄化程度高。青年的到来，将

扭转现在农村劳动力年龄偏大、教育水平偏
低的格局，不断优化农村人口结构。

省人力社保厅农民工工作处处长刘周洲
表示，全省正积极打造“乡创空间”，引导政
策、资金、项目等创业资源向乡村、山区海岛
倾斜，为返乡入乡创业者提供低成本、便利
化、全要素的服务。

“乡村振兴离不开年轻人，要鼓励他们放
手去尝试，促进乡村功能再拓展、乡村价值再
发现、乡村资源再开发、乡村优势再创造。”省
乡村振兴研究院首席专家顾益康坚信，乡村
今后会成为美好生活的向往之地。

从“逃离城市的人”，到“新农人”“青年创
客”，悄然间，人们对入乡青年的称呼变了，也
对中国乡村未来的模样有了更多的想象。

村里来了年轻人
——浙江乡村青年创客群像

村里来了年轻人
——浙江乡村青年创客群像

DNA数字游民公社中的年轻人。 安吉县委宣传部供图

6月9日，随着大型浮吊船将首块钢桁片吊装到位，杭州市余杭区东西大道运河大桥改造工程开始进入主跨对接施工阶段。东西大道运河大桥位于余杭、临平两区交界处，采用双层桥面，上层是中环快速路组成
部分，为双向六车道，下层为双向六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的城市主干路。 本报记者 林云龙 摄

运河新曲

本报丽水6月9日电（记者 黄彦 通讯员 朱亮羽 周凯蔚）
9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丽水基层立法联系点启动工作
座谈会举行。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为丽水基层立法
联系点正式授牌。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基层立法联系点被形象地称为国
家立法“直通车”，去年 12 月，丽水市人大代表联络总站被确
定为第六批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基层立法联系点之一，成
为全省首家设区市的“国字号”基层立法联系点。在丽水设立
联系点，不仅畅通了丽水与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的渠道，及时反
映生态环境保护、红色文化传承、乡村全面振兴等相关立法工
作中的基层群众声音，更是丽水立足市域特色，发挥代表作
用，为国家政策、法律的制定和完善贡献丽水智慧的重要
平台。

不久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经第十四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自2025年
5 月 20 日起施行。在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意见征集时，丽水
市人大代表联络总站共有4条意见被采纳。

近日，丽水市基层立法联系点围绕国家发展规划法草
案、生态环境法典草案和监狱法修订草案等，深入基层和一线
执法单位开展立法调研，通过“线上+线下”多维度开展意见
征集，及时收集丽水市有关单位、各级人大代表和基层群众的
意见建议并反馈至全国人大。

自2015年9月获得地方立法权以来，丽水市人大常委会
坚持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立法全过程，深入推进开门立法、
民主立法，探索构建“动静结合、全域覆盖、多元参与”的立法
民意网络，围绕“红绿金”融合协调发展制定了一系列地方性
法规。如今，丽水已建成1个国家级、3个省级和20个市级基
层立法联系点，形成以 496 个立法联系单位和信息采集点、
936名立法信息采集员为触角的全域化、立体化、专业化的立
法联系网络。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丽水
基层立法联系点挂牌

为国家立法
贡献更多金点子

本报金华6月9日电（记者 张帆 金思成 通讯员 周建群）
省重点工程甬金衢上高速公路金华城区段项目武义江大桥主
桥 9 日顺利实现全幅合龙，是整个甬金衢上高速公路中率先
贯通的控制性工程，为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浙江交通集团牵头投资建设的甬金衢上高速公路金华城
区段是甬金衢上高速公路中最早开工的路段，全长 38.26 公
里，计划于2026年底前具备通车条件。作为浙江省“十四五”
规划建设重点项目和浙江扩大有效投资“千项万亿”工程项目
之一，甬金衢上高速公路是义甬舟开放大通道的重要基础设
施，它既是甬金高速的复线，也是义甬舟开放大通道延伸入赣
的主通道。项目建成后将助力加速义甬舟开放大通道和浙赣
新通道构建，进一步提升区域交通通行能力，有力推动金义都
市区和金义新区的经济发展。

武义江大桥合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