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干农业确实很苦，但是也大有可为。”“95 后”黄

智来自温岭，大学毕业后放弃都市生活逐梦乡村。他

作为家中第五代茶人，回到家乡接过了家中的 1000

多亩茶园。近些年来政府对农业和农村越来越重视，

越来越多和他差不多年纪甚至更年轻的青年人也加入

了这个行业，“这是过去看不到的。”

本报讯 “猪大骨属于什么垃圾？是其他垃圾。猪大骨坚

硬、不易腐烂，所以不算易腐垃圾⋯⋯”《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正式施行已一月有余，一场场别开生面的垃圾分类宣传活

动，也在杭州市富阳区的角角落落时刻进行着。通过集中宣传

和专项执法，全区上下共知共管、共建共享、全民参与、协同并进

的良好局面和浓厚氛围已初步形成。

走在富阳街头，随处可见户外大屏、沿街店铺滚动屏、商

业楼宇广告屏等电子屏循环播放着《条例》宣传片，时刻提醒

着单位和个人树立并践行源头减量的生活理念，减少生活垃

圾的产生。同时，富阳也积极利用各级媒体开展活动及普法

宣传，基本做到属地行政区域、相关管理人员、从业人员等宣

传贯彻到位。

富阳区各个街道、乡镇积极深入基层开展“八进”宣传，其

中，鹿山街道、银湖街道以开展企业宣传为突破口，专职员、网格

员等工作人员逐一上门向企业主详细讲解《条例》条款和法律责

任，并要求企业将垃圾分类纳入厂纪厂规。截至目前，全区共计

开展“八进”宣传1486次，发放《条例》宣传资料50余万册。

与此同时，富阳区还建立健全“多位一体”协同推进机制，加

强各方协同、深化全域推进。区城管局、区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积

极联合二级单位属地乡镇（街道），对居住区、公共机构、市场、在

建工地等重点场所开展上门宣讲，引导市民、经营户等自觉做好

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分类投放相关工作，依法履行生活垃圾分

类投放义务。

通讯员 陈祎偲 本报记者 王艺

大街小巷 人人参与
富阳区垃圾分类执法月活动成效显著

本报讯 6 月 15 日，在嘉兴华美达酒店，嘉兴经开消防救

援大队消防指战员正在给酒店职工宣传如何使用“蓝码”，讲解

“蓝码”的推广意义及操作流程，助力企业单位组织员工线上培

训，掌握必要的消防安全知识。

“消防蓝码”是嘉兴消防今年5月底在全市范围内推行的线

上自主培训系统。相关人员通过“浙里办”移动端进行线上答

题，答对所有题目就可获得“蓝码”。嘉兴经开区以华美达酒店

作为推行“消防蓝码”试点，通过信息化手段提升单位消防安全

自主管理意识、能力和人员消防安全素质，目前，该酒店已有

152名员工完成自主在线培训考试，成功获取“消防蓝码”。

“从学习的效果上来说，回答问题对于掌握消防安全知识点

更有记忆点，答错也可以重复进行答题，直到答对所有题目，得

到满分，在拿到蓝码的同时还是蛮有成就感的。”员工小马是酒

店的前台，她表示像这样随时随地可在App上进行的消防培训

非常方便。

接下来，经开消防救援大队将结合百万员工大培训及日常

社会化宣传培训活动，发动各类人群扫码进行测试学习，全面提

升市民消防安全知晓率。 本报记者 朱丽珍 通讯员 孟鹃

消防安全知识随时学

嘉兴“消防蓝码”
上线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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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晟

通讯员 董明锋

近日，“万物生长·遇建未来”2021 第二届长三角大学生“农创日”活动在建

德启幕，相关专家、长三角地区青年农创客代表、高校师生代表、海外农科院校的

留学生代表等 200 余人齐聚建德，共话乡村创业。作为杭州大学生“双创日”系

列活动之一，“农创日”活动聚焦“青年创业环境、青年创业标杆、青创扶持政策、

农创趋势分享”四大板块，全面展示长三角地区创业创新力量，营造充满活力的

创业创新环境。

“在农村创业，贵在坚持和创新。”黄智介绍，家里以前销售模式以线下为主，

现在主打线上推广和企业定制，还创新了产品的文案、包装，明星产品袋泡茶、冷

泡茶，茶叶销量增长很快。同时他们还在茶山中建起了茶博园，与当地的中小学

合作开启了研学游，包含茶叶采摘、炒制、冲泡、品尝等一系列的课程。“身为一名

农创客，我始终提醒自己要把创新摆在第一位，这次来到建德，也是为了从同行

们身上学习更多的经验和创意。”黄智说。

来自安徽蚌埠的张爱好，从事农产品生产经营已经15年。他的公司在当地

与数百户低收入家庭合作，提供红薯种苗，回收红薯加工成红薯粉丝，在 8 家电

商平台上同步销售，并与中粮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年销售额逾千万元，产品还远

销东南亚。张爱好说，农业是一个值得年轻人投身其中、也需要更多年轻人加入

的行业，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创业路上会有很多困难，只要咬牙挺住，胜利就会

到来。关键是要做好产品，最重要的永远是质量和口碑。”

青年人才，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通过举办大学生‘农创日’，我们希望为

众多‘农创客’们搭建一座桥梁，让他们更好地对接高校院所、风投机构等，为他

们的创新创业提供更广阔的思路和资源。”中共建德市委人才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

此外，为解决农创客融资困难等问题，建德市委人才办、建德市人力社保局、

建德市农业农村局联合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等5家金融机构联合推出“农创客金

融 Plus 助力计划”，向来建德发展的农创客整体授信 10 亿元和最高 1000 万元

的低息信用贷款，以强有力的金融政策支持，为农村创业创新提供有力保障。

近年来，建德市大力实施“科技进乡村、资金进乡村，青年回农村、乡贤回农

村”（两进两回）行动，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成功吸引了1400余名怀揣

田园梦想的有志青年返乡创业，孵化了粮油、民宿、直播带货等领域 200 余个农

创客团队，2020年实现销售额超2.5亿元。

小伙把小地瓜做成了大产业

红薯粉丝远销东南亚

建德发布“农创”新政
最高可贷100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