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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邢 婷

回 忆 起 当 年 创 业 时 骑 行 去 杭 州 “ 取

经”的那段往事，电商青年侯庆敏如数家

珍。侯庆敏是山东省莘县一名返乡创业青

年，他免费开设电商培训，向贫困户传授

电商知识。至今，接受侯庆敏“传经”并成

功运营的本地淘宝商家已达 800 多家，天

猫店铺 12 家。

侯庆敏的创业史，是山东省聊城市“青

创 10 万+”工作的一个缩影。“青创 10 万+”

是“扶持 10 万名有志青年扎根深度贫困地

区创业”的简称，这是团中央面向全国开展

的创业扶贫项目，涉及冠县、临清、莘县、阳

谷 4 个县（市）。

2018 年 以 来 ，通 过 创 业 贷 款 、创 业 培

训、荣誉激励、组织培养等举措扶植有志青

年创业，“青创 10 万+”项目为聊城脱贫攻

坚打了一针“强心剂”。

打造服务交流平台，扩大
创业“朋友圈”

2018 年 11 月，团聊城市委全面启动了

“青创 10 万+”项目，以创业技能培训、农村

电商培训、创新创业大赛等一系列活动，构

建起多样服务交流平台，不断强化阵地作

用，在全市青年中形成了良好的创业氛围。

2020 年 8 月 14 日，“青创 10 万+”中国

青年创业大讲堂（山东聊城站）培训活动在

临清市举行，来自临清、冠县、莘县、阳谷县

的 200 余名创业青年参与了此次活动。来

自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的资深“大咖”为创

业青年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培训。

中国青年创业大讲堂活动仅仅是“青

创 10 万+”的一个缩影。自 2019 年以来，

团临清市委依托临清市烟店轴承商会大力

开展青年就业创业培训工作，对创业青年

进行公司注册、品牌推广、市场营销、管

理运营等一系列的培训指导，共培训创业

1500 多 人 次 ， 大 大 缩 短 创 业 青 年 的 成 长

周期。

团临清市委还建立了临清市青年创业

就 业 互 动 交 流 群 ， 及 时 宣 传 各 类 扶 持 政

策，汇集 6 家单位和部门政策性扶持文件

8 个，为创业青年成长发展提供有力政策

平 台 。2020 年 以 来 ， 通 过 建 立 团 临 清 市

委创业培训群，目前已吸纳创业青年 600
余人，完成对创业青年的线上培训工作。

为更好地加强全市范围内的平台阵地

作用，在团聊城市委的指导下，团莘县县委

积极创建创客工作室，并发动省市县乡四级

乡村“好青年”、青年企业家协会成员及莘县

电子商务协会成员，成立青年创业联盟，为

创业青年搭建互相学习交流的平台。同时，

发动联盟成员单位广泛参与脱贫攻坚，目前

已帮助500余名贫困人口实现就业。

冠县则搭建了青年交流平台、发展服

务平台和资源对接平台，整合资源、创优环

境，切实破解创业青年“痛点”。

打造团银联动平台，构建
创业“孵化器”

青年创业起步阶段往往最需要资金，

如何装满创业青年的“钱袋子”成为最大的

难题。为了更好地帮助青年解决创业过程

中的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团聊城市委与

金融系统合作，先后推出“鲁青基准贷”“青

年企业家贷”“乡村好青年贷”“创业大学生

贷”等面向小微企业的金融产品。

临清市“乡村好青年”张正一就是团银

合作的受益者之一。2012 年 12 月，退伍后

的张正一积极响应国家政策，自主创业，筹

资 10 万元成立了一家木材加工厂，4 年后

创立了木业有限公司。为更好促进企业成

规模发展，张正一通过团临清市委推荐，以

基准利率拿到了“鲁青基准贷”贷款 300 万

元，截至 2020 年上半年，公司销售额已达

到 1407 万元，上缴利税 35 万元。

为更好地鼓励像张正一这样的创业青

年实现创业想法 ，助力脱贫攻坚 ，2019 年

团临清市委主动对接临清市农商银行，出

台青年创业专属信贷产品“惠青贷”，并积

极争取人社局政策支持，10 月 19 日联合临

清市人社局、临清市农商银行发布惠青贷、

鲁青基准贷、创业担保贷等系列信贷产品，

帮助农村青年解决创业资金短缺问题。

截 至 目 前 ，三 款 信 贷 产 品 累 计 向 249
名 创 业 青 年 授 信 8545.8 万 元 ，发 放 贷 款

6673.64 万元，有力地帮助创业青年解决了

资金短缺的难题。

青 年 创 业 致 富 不 仅 要“ 扶 上 马 ”还 要

“送一程”。通过“团银合作”将共青团的组织

优势和金融机构的行业优势相结合，有效实

现了青年企业“动起来”、地方经济“转起来”、

全体社会“活起来”、脱贫攻坚“带起来”。

打造导师带徒平台，做好
创业“领路人”

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要

让青年创业这列“火车”飞速前进，就必须找

好“车头”。青年创业导师团正是为广大创业

青年提供了一个寻找“车头”的好机会。

2020 年 8 月 13 日下午，在聊城市人力

资源产业园举行了一场特殊的仪式，由团

聊 城 市 委 组 织 牵 头 ， 开 展 了 “ 青 创 10
万+”聊城市青年创业导师培训暨结对活

动。来自企业及高校的 44 名创业导师无

偿为各位创业青年提供一对一创业指导以

及帮扶。

创业青年刘丙昆原本是一名在外打工

的 乡 村 青 年 ， 通 过 在 外 学 习 业 务 知 识 ，

2010 年 返 乡 创 业 ， 并 成 立 了 丙 德 电 子 有

限公司。通过参与本次创业导师团结对活

动，刘丙昆成功与临清海山建设集团董事

长李忠厚结对，在后续的企业发展中将得

到创业导师的不断帮扶。

自 2018 年 以 来 ， 团 阳 谷 县 委 依 托 县

级“青年之家”——奥林产业园长期开展

创业知识讲座，并招募创业导师，固定联

系一批阳谷本土成功的创业青年作为创业

导师，为初次创业的青年提供一对一或多

对一的创业指导与帮扶，提高创业青年的

创业成功率。

2020 年 4 月，团临清市委联合市人社

局、市商务和投资促进局等六部门成立临清

市创业导师团，招募培训师、企业家、熟悉法

律法规和政策的机关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

员等34人为导师团成员，充分发挥导师团

联系、辅导、扶持创业青年的作用。

通过成立创 业 导 师 团 进 行 导 师 结 对

一 对 一 帮 扶， 充 分 发 挥 创 业 导 师“车 头 ”

以及“领路人”的作用，不断带动青年创

业稳步前进，解决就业岗位问题，助力脱

贫攻坚。

“ 聊 城 市 各 级 团 组 织 将 进 一 步 提 升

‘青创 10 万+’工作实效，不仅要让想干

事的青年人会干事，还要让他们干成事，

助力广大返乡青年在农村扎根创业，为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注入青春活力。”团聊

城市委书记徐保亮说。

山东聊城：“青创 10 万+”的脱贫攻坚样本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富春

“杨舍勒的小姑娘杨兰英考上了大学，

被兰州大学录取，已经拿到了通知书。”这

是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大树乡杨家村最近

广为流传的喜讯。

杨兰英被兰州大学录取，改变了杨家

村没有大学生的历史。

东乡族自治县山大沟深、气候干旱，是

甘肃省扶贫攻坚的硬骨头。杨家村地处东

乡族自治县大树乡偏远的山区，交通不便、

世代落后。曾几何时，吃饱肚子都是难题，

上大学更是天方夜谭。

58 岁的杨舍勒从小生长在杨家村，没

上几天学，多少年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

生活。家里 7 口人种着 8 亩山地，靠天吃饭，

生活过得十分紧张 。2013 年 ，成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

家里靠种地解决温饱都困难，年轻的

时候，农闲时节，杨舍勒就得外出打工，在

兰州的建筑工地当小工，靠苦力挣点儿钱

补贴家用。全家收入靠杨舍勒一个人。杨兰

英还小时，姐姐因家庭经济困难，初中一毕

业就离开了校园，帮家人干农活。

3 年前，杨兰英初中毕业，她中考成绩

优秀，被临夏回中录取。正当杨兰英为能去

州府临夏市的高中读书而高兴时，杨舍勒

却犯了难。“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外出打

工没人要。”女儿若继续上高中，学费生活

费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杨舍勒知道，对于这

个贫困家庭来说，这是雪上加霜。

是否让女儿杨兰英继续上学，让杨舍

勒一家左右为难。在东乡农村，多少年来，

女孩念高中的不多，能上大学的更少，加上

自家的家庭经济状况，杨舍勒一度打起了

退堂鼓，不愿让女儿上高中。

就在杨兰英可能无缘高中校园时，事

情出现了转机。按照结对帮扶安排，共青团

临夏州委结对杨家村，团干部在走访贫困

户时，第一时间发现了杨家面临的困境。了

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团州委帮扶干部一

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做杨舍勒的思想工

作，劝他继续让杨兰英上学；一边立即行动

起来，帮助杨兰英克服眼前的实际困难。

在 团 临 夏 州 委 帮 扶 干 部 的 积 极 努 力

下，临夏州一名青年企业家表示愿意资助

杨 兰 英 完 成 高 中 学 业 ，承 诺 给 她 每 个 月

500 元生活补助 ；另一家企业每个月资助

250 元。如此一来，杨兰英的高中生活费有

了着落。为解决杨兰英的学习资料、书本方

面的费用，团干部决定自掏腰包，每年为杨

兰英购买学习资料。

“有这么多好心人帮助，我们更应该努

力向前走。”有了团组织的关怀，杨舍勒心

里暖暖的，很快改变了主意，决定送女儿上

高中。与此同时，他也积极行动起来，靠自

己的双手创造新的生活。

利用精准扶贫政府贴息贷款，杨舍勒

开始养牛养羊，从开始的一两只到如今有

15 只羊、3 头牛。这几年来，每年能卖出一

两头牛、六七只羊，生活逐渐好起来了。今

年开春，杨舍勒还扩建了羊圈，准备进一步

扩大养殖。

正当杨舍勒满怀信心扩大养殖规模、

提高养殖效益时，就读高三的女儿杨兰英

正在紧张地备考。杨兰英就读高中时，长期

在校寄宿，杨舍勒忙着自己的牛羊，很少问

及女儿读书的情况。可杨兰英并不孤单，团

干部们经常和她联系，掌握学习动态，到节

日或假期，还会和她一起小聚。

“这种关注和鼓励，让我前进的动力更

足了。”在高中，杨兰英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

勤奋踏实，学习成绩一直在班级前列。到高

三时，她已下定决心，要靠自己的努力，不辜

负好心人的期望，考上理想的大学。

多年来，杨舍勒身体一直不好，杨兰英

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从小就想“长大了当

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功夫不负有心人，

杨兰英高考考出了高出一本线近 50 分的

好成绩。根据高考招生的相关政策，今年兰

州 大 学 面 向 甘 肃 省 招 收 定 向 基 层 的 医 学

生 ，可 以 享 受 减 免 学 费 。咨 询 了 身 边 的 老

师后，杨兰英第一志愿填报了兰州大学的

定向基层医学专业。日前，高考招生结果揭

晓，杨兰英顺利被兰州大学录取。

一心想发“羊财”的杨舍勒怎么也没想

到，自己的女儿能考上大学，还是有名的兰

州大学。这些天来，这个饱经沧桑的农村老

人脸上挂满笑容。为了送女儿上大学，他已

决定卖掉一头牛，“这是天大的事，砸锅卖

铁也要支持女儿”。

团干部的关怀在继续，日前，团临夏州

委团干部又专门来到杨舍勒家，向杨兰英

表示祝贺，并了解上大学需要帮助的事宜。

根据杨兰英的实际情况，团临夏州委决定

要继续动员社会力量资助杨兰英大学期间

的 生 活 。同 时 ，和 兰 州 大 学 团 组 织 建 立 联

系，共同帮助杨兰英成长进步。

日前，团临夏州委在东乡县大树乡举

办的“爱心圆梦”公益助学金发放仪式上，

杨兰英获得 5000 元助学金。

活动中，杨兰英代表受助的 8 名学生

发言，特别感谢团州委及爱心企业家一直

以来对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鼓励，表示

今后会努力学习、奋勇拼搏，不负国家的期

望、社会的爱心，争取以更加优异的成绩来

回报社会、为建设家乡贡献青春和智慧。

甘肃临夏团组织爱心帮扶佳话——

杨家村飞出名牌大学生

田 夏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洪克非

“造血干细胞移植，非血缘之间的配型

成功率大概是十万分之一。祝贺你即将成

为 捐 献 造 血 干 细 胞 志 愿 者 。”得 知 配 型 成

功，中华骨髓库湖南分库管理中心主任张

赞长舒一口气，给湖南理工学院历史建筑

保护专业 2018 级学生李扬发去祝贺信息。

李扬是湖南理工学院捐献造血干细胞

的第 16 位志愿者。中华骨髓库全国联网后

配型成功第一人、中华骨髓库跨国捐赠第

一人都出自该校。

抗疫期间的温情接力

“这是我第一次献血，也是送给自己

的 成 人 礼 ， 有 点 儿 激 动 还 有 点 儿 忐 忑

呢。”9 月 4 日一开学，湖南理工学院应用

数学专业大二学生罗雨婷在返校复课后首

次献血。

在同学眼中，略显瘦弱、年纪最小的罗

雨婷是全班的“保护对象”。可小身体却有

大能量，绘制无偿献血宣传海报、制作献血

知识宣传手册、登记献血学生信息⋯⋯哪

里都有她的身影。

就在前不久，00 后罗雨婷报名加入学

校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团队，成为该团队年龄

最小的一名团队成员。开朗、爱笑的她主动申

请加入团队的宣传组，向在校大学生普及献

血知识，让更多的学生加入无偿献血队伍。

作为岳阳市最年轻的无偿献血公益团

队，团队现有的 5 名 90 后与 18 名 00 后成员

每年都参与无偿献血，每年组织策划无偿

献血活动多达 10 次，并为全校献血学生提

供咨询与帮助。

今年上半年疫情期间，武汉采血量大

幅度下降，临床用血面临极大压力，血库告

急。毗邻湖北省的岳阳市紧急动员，然而社

会采血近乎停滞，哪里有大规模血源？当时

全国为数不多全面复学复课的湖南理工学

院，成为不二之选。

得知血库告急的消息，团队立即策划

了一场“助力抗疫，献血传递爱心”的活动。

封闭的校门打开了，采血车一辆接着

一辆进出，热血源源不断地向武汉输送。

正准备离校的大四学生李明辉听到献

血活动后匆忙赶来，他说：“在这个特殊

的毕业季，希望通过无偿献血助力抗疫，

回馈社会。”

学长学姐带头做，学弟学妹跟着学。00
后接班 90 后，从大四到大一，从老生到新

生，无偿献血行动在校园里温情接力。

“过去一听打针抽血就会害怕，但听学

长学姐宣讲无偿献血的重要意义、介绍相

关知识后，觉得并没有那么可怕，反而心中

有 一 种 真 正 长 大 、为 社 会 作 贡 献 的 自 豪

感。”大一新生何情说。

代代相传的责任接力

今年 4 月 29 日，在湖南省人民医院血

液科的干细胞采集室内，湖南理工学院信

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大二学生周晨曦无偿捐

献造血干细胞。当日，采集造血干细胞混悬

液 172 毫升。

他的勇气与爱心，给了一个陌生而遥

远的白血病患者重生的希望。

3 月 初 ，周 晨 曦 接 到 益 阳 市 红 十 字 会

的电话，告知他的造血干细胞与一名白血

病患者匹配。当时，很多地区仍未解封，怎

么作准备、如何去捐献、会不会影响学业是

摆在周晨曦面前一道道的“难题”。

00 后的他，第一次面对人生“大考”没

有一点退缩，他毅然决定疫情期间第一时

间捐献，为白血病患者争取宝贵时间。

“一直听闻学校 14 位‘勇士’的故事，

他们勇敢坚毅、无私奉献。今天，我也勇敢

地接过‘接力棒’，让奉献精神继续传承。”

当天，周晨曦拿到学校老师专程带来的奖

状和校长奖学金时激动地说。

周晨曦所说的 14 位“勇士”，是该校自

2003 年以来 14 位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的

学生，作为全校的榜样，他们的故事在校园

中流传。他们中，有成为中华骨髓库全国联

网后配型成功第一人的陈欣；有为新加坡

某青年捐献造血干细胞、中华骨髓库跨国

捐赠第一人的郝晴晴；有为了捐献造血干

细胞放弃研究生复试的吉凯；有大学 4 年

期间无偿献血 5 次并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李

洲⋯⋯该校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人数，在全

国高校遥遥领先。

据 介 绍 ，1997 年 岳 阳 市 荣 家 湾 车 站

“429”车难紧急救援中，全校 500 多名师生

紧急无偿献血 4.5 万毫升，一时轰动全国。

德育课堂搬到社会活动一线

走进咨询室、快速检测室和单采大厅，

聆 听 献 血 知 识 讲 座 、 参 观 血 液 采 集 、 检

验、分离、贮存的过程，全面了解血站的

采供血运作⋯⋯今年暑期，该校数学学院

社会实践团队的学生来到岳阳市中心血站

“探秘”血液“旅程”。学生陈红在参观中

了 解 到 ， 血 站 承 担 着 全 市 医 疗 机 构 每 年

14 吨临床用血的重任，让无数临床患者

重获新生。刚参观完血站，他就在大学任务

清单本上添了一项“神圣任务”：“大学期间

完成一次无偿献血。”

“走进中心血站，感受每一滴血的温暖

旅程。让学生们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增

长学识，让学生们在实地探访中了解献血

过程，传承奉献精神。”带队教师易政群说。

湖南理工学院校长卢先明介绍，学校

把德育课堂搬到社会活动一线，让爱心育

人的理念在学生亲身经历后深入人心。近

年来，湖南理工学院与市红十字会和市政

府献血办协商，成立岳阳市高校首支无偿

献 血 志 愿 者 服 务 中 队 ； 与 市 中 心 血 站 合

作，设立大学生道德实践培训基地，让学

生在实践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来自岳阳市中心血站的数据显示，仅

2019 年 ， 湖 南 理 工 学 院 参 加 无 偿 献 血 的

师生达 1018 人次。

十万分之一的美丽等待

9 月 18 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组织青年志愿者和驻村党员干部一起深
入田间，帮助缺少劳力的困难农户抢收稻谷。 杨家孟/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