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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包括大学生返乡创业的现象越
来越普遍，这个群体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
重要力量。他们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创新
能力和创业精神，他们返乡创业能够为乡村
带来新的思路、新的技术和新的产品，为乡
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同时，他们返
乡创业也可以带动当地的就业，促进当地经

济的发展，为乡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
入来源。

当然，年轻人返乡创业也面临着一些问
题和挑战，比如缺乏创业经验、资金不足、对
当地情况不够了解等。因此，政府和社会各
界应该为年轻人返乡创业提供更多支持和
帮助，给他们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和氛围，

让更多的青年人才参与到乡村振兴事业中
来。同时，年轻人自身也需要不断提高综合
素质和创业能力，积极学习和掌握相关专业
知识和技能，为乡村振兴作出更大贡献。

另外，职业农民和新农人的出现，也为
乡村振兴带来重要助力。他们通常具有专
业知识和技能，可以通过引进先进的农业技

术和管理经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
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同时，他们还可以
通过创新和创业渠道，开发新的农业产品和
服务，拓展市场空间，带动农村经济的发
展。此外，职业农民和新农人还可以为农村
的文化传承和发展作出贡献，促进农村的文
化繁荣和社会进步。

在培养乡村振兴本土人才方面，我觉得
高校可以通过开设涉农专业和课程、加强实
践教学和实习基地建设、推动校地合作和产
学研一体化、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以及开展社
会服务和文化传承活动等多种方式，培育本
土人才，推动乡村振兴。

（邓少军）

村里来了年轻人
无人村变成网红村 撂荒地焕发新活力

拿着几千块钱，就奔向一个几十年无人居住的村落开干；看着村里的撂荒地，觉得可惜，就拉上伙伴回村种地；干外贸干得好好

的，村里有需要就回村发展，走村串户为村民谋福利……

他们是不同的人，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年轻人。据市农业农村局统计，目前，全市累计培育高素质农民7424人，认定

省级“农村乡土专家”674人，评定农业生产应用类、经营管理类乡村工匠职称1191人。

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村里来了年轻人，乡村振兴就注入了澎湃热血。

“我第一次去跟村里负责人谈，要租下这个村落。当时对方说，能不能
一年给我2500元，让我帮他们守村。”坐在自己的民宿里，开平市塘口镇凤
仪里碉楼旅游区总经理谢沃根说。

当时，谢沃根不愿守村，执意租村。
时间回到2013年，29岁的谢沃根，刚刚退伍出来工作不久，怀揣几千

元，要干一番村落开发事业。家在开平市苍城镇的他，曾经多次路过塘口
的村落，总觉得这些村落很漂亮，但又有点破破烂烂。
“我看见塘口有很多荒废的无人村落、碉楼，没人住，觉得比较可惜，就想
能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将这些村激活。”谢沃根说。

当时，乡村旅游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个崭新的概念。
谢沃根坚信有得干。于是，在凤仪里村小组组长的帮助下，他联系了

凤仪里30多户村民，一户一户签合同。
一个多月时间，整个村子就租下来了。双方约定租期40年，采取租

金加提成的方式。比如赚了100万元，谢沃根要分10万元给村里。“当
时胆子挺大的，当过兵嘛，反正就冲一下。”谢沃根说。

事情谈妥后，谢沃根却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怎么办？
在妻子的支持下，他抵押了一套房子，拿到30多万元，作为开发凤

仪里的启动资金。
村子租下来后，夫妻俩没日没夜地干。“那时候很忙，白天就跟当地

村民沟通、谈合同，晚上又要跟旅居海外的村民沟通，有时一天就睡一
两个小时，太累了。”谢沃根说。

村庄改造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夫妻俩从网络上现学现干。通过一
年的努力，谢沃根夫妻完成了凤仪里的改造。他们规划好了凤仪里的
路网，建设了农耕馆、华侨资料展馆、碉楼展馆等。

然而，村子整修后的前几个月，惨淡的人流让谢沃根受到了打击，
他也一度想要放弃。“刚开始的一两个月是没有游客的，当时周边的村
民也说，这个老板真傻，村子都没人了，还花钱过来搞。但是，我心里
还想着坚持，不能轻言放弃，就咬咬牙继续做。”谢沃根说。

那几个月，谢沃根没有车，就坐车去广州派传单，找旅行社，宣传
他的项目。“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做好，就像当兵那样敢闯敢拼。”他说。

在他的努力下，凤仪里碉楼旅游区第一年人流量达到了37万
人，算是把投资的钱全部收回来了。

第一年做起来后，就吸引了不少隔壁村的村民来凤仪里做生
意、做餐饮。也在第一年，凤仪里的村民就拿到了分红。村民的分
红，从最初每户承包田地给别人的一年600多元，变成如今的每户
3万元。

谢沃根的付出，获得村民肯定。凤仪里村小组组长张卫民
说：“凤仪里现在搞得很好，好多游客来旅游。每年的分红都不
少，村民都很支持谢沃根。”

“我前后在凤仪里投入了逾1000万元，现在光凤仪里的团
队就有8个人。此外，我还在塘口镇布局了餐饮、咖啡店、民宿、
农场，全产业团队有50多个人。”谢沃根说，凤仪里碉楼旅游区
一年的产值超500万元，加上他在塘口其他的产业如民宿、餐
饮，一年的产值超过了2000万元。

谢沃根估计，今年来凤仪里碉楼旅游区旅游的人会超过
50万人，“今年大家的出行意愿很强，过来旅游的旅客源源不
断，餐厅都爆满了”。

在谢沃根的带动下，凤仪里的部分村民用分红入股，成为
他的股东。

凤仪里村民张银彩将之前的分红10万元投给了谢沃
根。问她怕不怕亏本，她反问：“你不知道现在村里人流很大
吗？这几年村里简直变了个大样，以前村里都没人的。所
以，我对谢沃根有信心。”

无人村变成网红村。谢沃根说，未来，他们会考虑在凤
仪里碉楼旅游区建设民宿。在他看来，现在非常多的年轻
人回村工作，其中还有很多高校毕业生。“他们感觉农村有
机会，我们这些前面的人也算是树立一个榜样。”

骑上小电驴，拿起网格地图、穿梭在村中的大街
小巷，跟路过的村民唠家常，关心长者们的身体情况
……这是蓬江区杜阮镇杜臂村党总支书记李嘉明的
日常。

三年前，还在新会区从事外贸工作的李嘉明接
到村党总支的电话。“当时正逢村中换届急需新生力
量加入，我又是村党总支的一名党员，党组织便提议
我回村发展。”他说。

带着犹豫与忐忑，李嘉明回到村中从党总支委
员做起，一直做到村党总支书记。

“刚回村子的时候，村民都不认得我，我自己对
于村里的工作也一知半解。”李嘉明说，其中最令他
头疼的，是村民之间的矛盾和纠纷。但是，他靠着
一次次的耐心沟通，帮助村民建立起了相互理解的
沟通桥梁。

如今，李嘉明已经能做到“谁在村中随便拍一
张照片，就能知道是村里的哪个角落”，更是在与
村民的交流中，不断坚信“回乡”是个正确选择。

“小时候接触到村里的矛盾，总是会想为何迟
迟得不到解决。如今，自己担任这个角色，才明白
其中的门道。因此，需要更努力，才能实现大家对
乡村发展的期望。”李嘉明说。

平时，李嘉明会带着村委会班子成员一起下
沉到户。“他经常带着我们走村，也教会我们很多
关于村中事务处理的方法，让我们更勇敢且主动
地参与村子的建设。”杜臂村“95后”网格员黄翠
琼说。

在李嘉明的努力下，村民也渐渐接受了这位
“后生崽当家人”。

近年来，杜臂村建起了党建公园小广场；通
过建设公共充电桩，解决村民安全充电问题；通
过推进村级“雪亮工程”，确保每一条村道都有
明亮的路灯照亮村民回家的路……

李嘉明的团队还组建了宣传墙、网格墙、村
民群，创建了“杜臂发布”微信公众号。目前，他
们正联合中国电信推行“数字乡村”改革，包括
村务政务、便民服务、智慧党建、补贴查询等，村
民可通过掌上App实时查询村内事务。

“我时常提醒自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切实服务好村民。”李嘉明说。

“父母很反对，觉得我辞工回村种田，没什么前途。”家在恩平市横陂镇横
西村委会良场村的莫健威，曾经在政府单位做过雇员。

当时，莫健威每次回家，看到村里有很多撂荒地，总觉得可惜。2019年，
一个种南瓜的朋友鼓动他回村种南瓜。

考虑再三后，莫健威下定决心，回村里当个新农人。“年轻人大多都是往
大城市跑，但我选择回来拼一下。”他觉得“这么多土地，不要浪费，放在这
里都长草了”。

同一年，他不顾父母、妻子的反对，毅然回村承包田地。他拉上从小
玩到大的伙伴，两个人在村子周边承包了9.3万多平方米田地，成规模地
种植香芋南瓜和辣椒。

“一人负担一半钱。”莫健威的合伙人陈国权今年35岁。“他是我隔壁
村白玉禾村的，我叫他回来做，2020年我们开始合伙。”莫健威说。

“我们从小玩到大，所以很信任他。”陈国权说。
站在自己的香芋南瓜田里，莫健威感觉很踏实。今年32岁的他说，

种香芋南瓜的优点，就是好管理，不需要太费心。“香芋南瓜每个大约
1.5公斤，比较适合家庭购买，不像传统的南瓜，一个能有五六公斤，一
家人要吃好久才能吃完。”

种香芋南瓜，亩产1500公斤—2500公斤，生产周期大约110
天。比起传统南瓜，香芋南瓜比较“香、糯、粉”。此外，香芋南瓜价格
比较稳定，亩产利润在一两千元左右。

除了种植香芋南瓜，莫健威两人还种了辣椒。但是辣椒的价格
浮动比较大，2020年，辣椒每公斤有40多元，但到了2021年就下降
到每公斤2元。

莫健威回村种南瓜后，本村包括隔壁村的一些没有工作的村
民，就给他做帮手。“年轻人都出去了，村里基本没收入。”莫健威
说，从刚开始的10多个村民帮他管理，到现在有20多个村民在他
承包的地里工作，主要负责打药杀虫和田地维护等。

莫健威回村种田的第二年，就遭到大自然无情打击。“2020年
是最艰难的，有一批南瓜苗因为霜冻都死了。”他说。

但是莫健威没有退缩，而是坚持做了下来，家里人也不再反
对。

这一点在陈国权那里得到了证实。陈国权说：“一开始他也
感觉很不好，比如种辣椒，今天打完药，明天又要施肥，太多事情
要做，基本每天都在田里，做农业不容易”。

莫健威不仅自己种香芋南瓜，还说服在家务农的村民跟着他
一起种。他给大家发种子，南瓜种植出来后，他就过来回收。在
家乡横陂镇，村民种植香芋南瓜的面积接近40万平方米。

后来，莫健威又跑去台山，与当地一些村子合作，让村民
种香芋南瓜，他负责回收，扩展种植面积。“香芋南瓜他们种，
我根据市场价格的波动进行回收。”莫健威说。

既种又收，肯定要开拓市场。为了打开销路，莫健威辗
转佛山、广州、东莞等城市寻找合作人，最终敲开了市场大
门。其中有个老板，一个人就有二三十个档口。“我是在网
上找到他的，谈了很久，最终达成了合作。”莫健威说，不仅
如此，他还找到不少合作方。

撂荒地焕发新活力。在莫健威
的带动下，不少年轻人开始回村当
“新农民”。他有好几个朋友回来村
里种南瓜，种植面积在5.3万平方米
左右。“以前很多撂荒地都只能长草，
现在很多人拿来承包种田了。”

在村民眼中，这些小伙子从小
跟村里不太熟，“现在反而回来种田
了，是件大好事”。

华南农业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专职副院长王圣君：

年轻人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力量

村民嘴里的“傻子”

把无人村变成了网红村

不想让荒地长草

带着村民种香芋南瓜

回村当“头雁”

村里的每个角落
都记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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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无人问津的凤仪里，变成令人向往的旅游区。

莫健威带着村民一起种香芋南瓜，奔向共同致富。

在与村民的交谈过程中，李嘉明逐渐熟悉村
里的每个角落。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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