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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内容：当下大量农村青年远离家乡、奔赴城市务工，乡村在

一定程度上陷入“失血”困境。如何吸引农村青年返乡，在家门

口开启就业创业，已成为乡村振兴征迫切需要攻克的重要难题。

作为政协委员，通过实地走访调研以及与众多农村青年倾心交

流，特提出本提案。一、农村青年就业创业现状：希望与困境交

织。如今的乡村，我们既能看到一些新变化带来的希望曙光，也

不得不直面诸多棘手难题。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交通基

础设施的改善，农村与外界的信息交流日益通畅，部分农村青年

眼界渐宽，对家乡发展有了自己的憧憬，一些新兴农业模式和电

商创业案例也激发了他们的斗志。另一方面，传统农业的“小、

散、低”局面并未根本扭转，靠天吃饭、收益微薄仍是常态，务

农难以承载青年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此同时，农村的产业布局

零散且单一，长期稳定就业岗位少之又少。乡村企业匮乏，即便

有一些小作坊，也因技术落后、管理粗放，难以提供有吸引力的

薪酬待遇与职业成长空间。想要创业的农村青年，更是面临着“三

座大山”：启动资金短缺，银行贷款门槛高、手续繁琐；专业技

术匮乏，缺乏系统学习现代农业技术、电商运营、企业管理等知

识的渠道；市场信息闭塞，不了解行业动态、需求趋势，项目选

择往往盲目跟风，成功率较低。 二、家门口就业创业的深远意

义：为乡村注入“强心剂”。人才回流，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农

村青年带着在城市打拼积累的见识、经验与技能归来，能够为传

统农业注入新理念，还能挖掘乡村特色资源，开创特色民宿、民



俗文化体验等新产业，将乡村自然资源和人文底蕴转化为经济优

势，使乡村产业结构从单一走向多元。重塑社会生态，守护家庭

温情。大量农村青年长期漂泊在外，导致农村留守儿童缺少父母

陪伴、教育缺失，空巢老人无人照料、晚年孤寂。若能在家门口

就业创业，青年既能陪伴家人成长、尽孝，又能让乡村重现邻里

互助、阖家欢乐的温馨场景，化解诸多社会矛盾，让乡村社会重

新焕发生机与凝聚力。助力个人成长，找寻归属感。于农村青年

自身而言，返乡不再是无奈之举，而是主动选择。在家乡，他们

避开城市的高房租、高竞争压力，凭借熟悉的乡音、乡情，更易

融入当地市场，实现自己的事业理想，找到那份久违的归属感，

真正成为乡村发展的主力军。

具体建议：多管齐下，为农村青年返乡铺就坦途。产业“筑巢”，

引凤还巢。深挖特色农业，依据我县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精

准布局。可借助我县肥沃土地发展绿色有机蔬菜产业，引入冷链

物流、净菜加工企业，拓展产业链上下游，吸纳青年从事种植、

采摘、加工、配送等工作。点亮乡村工业之光：政府加大招商引

资力度，吸引劳动密集型、环保型企业入驻乡村，给予税收优惠、

土地租赁补贴等政策支持。例如在有一定劳动力基础的村庄引进

服装加工厂、电子配件厂，为青年提供家门口的流水线作业岗位，

同时配套建设员工宿舍、食堂、文化活动室，打造舒适便捷的工

作生活环境。激活乡村文旅魅力：整合乡村自然风光、历史古迹、

民俗风情等资源，打造乡村旅游品牌。修缮古老村落，开发民俗



节庆活动，鼓励青年经营农家乐、乡村酒吧、户外拓展营地，让

游客在乡村既能赏美景、品美食，又能玩得尽兴，而青年则在旅

游服务中收获财富与成长。培训“赋能”，武装本领。定制多元

培训套餐：联合农业技术部门、职业院校、电商平台，针对农村

青年的不同需求，分类开设课程。“田园课堂”传授先进的种养

殖技术，如无土栽培、生态养殖方法；“云端商学院”聚焦电商

实战，涵盖店铺装修、客服技巧、短视频营销；“创业特训营”

培养青年企业家精神，讲解企业战略规划、财务管理、团队组建

等知识。 打造移动学习平台：利用手机 APP、微信小程序等，

开发线上学习资源库，汇聚各类专家讲座视频、电子书籍、行业

报告，方便青年利用碎片化时间随时随地学习。设立线上互动社

区，青年们可就学习中的问题、创业实践中的困惑交流探讨，形

成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金融扶持“及时雨”：设立农村青年创

业专项资金，由政府贴息，降低青年创业贷款成本。简化贷款审

批流程，创新担保方式，如允许以农村土地经营权、农产品存货

等作为抵押，确保青年创业资金及时到位。税费优惠“减负包”：

对农村新办企业、个体工商户给予 3-5 年的税费减免，包括增

值税、所得税、营业税等，减轻创业初期的经济负担，让青年创

业者有更多资金用于市场拓展、技术研发。用地保障“安心丸”：

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前提下，优先安排农村青年创业用

地，通过长期租赁、先租后让、作价入股等灵活方式供应土地，

降低用地成本，解决创业项目“落地难”问题。孵化梦想基地：



各地建设农村青年创业孵化园，配备办公场地、实验设备、仓储

设施等硬件资源，同时引入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市场营

销机构等专业服务团队，为青年创业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孵化

园设立入驻企业筛选机制，选拔有潜力的项目，定期考核，优胜

劣汰，确保资源高效利用。信息对接桥梁：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

的就业创业信息服务平台。线上平台实时更新企业招聘信息、创

业项目推介、政策法规解读；线下在乡镇设立就业创业服务中心，

配备专业人员，为青年提供政策咨询、项目申报、求职登记、创

业指导等一站式服务，实现信息精准对接，让青年办事少跑腿、

创业更顺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