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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这个时代，让我
们青年农民对自己的身份
有了前所未有的认同”，顾
若君直言，当年北大学子
卖猪肉曾引起舆论哗然，
社会普遍对于大学生回归
农业持怀疑态度，而当新
农人成为一种倡导，在乡
村振兴的大潮中，响应时
代召唤无疑是一个很好的
机遇。

一举拿下了创响江苏
大学生创业大赛标兵赛全
省第一的好成绩，顾若君
心中有长长的感谢名单。
她表示，从区赛到市赛一
路冲进省赛，每一次攀登
也是能力的跃迁，在这过
程中，各级人社部门专业

的创业辅导帮助她拓宽了
创业的思维，打开了眼界，
同时，依托各项创业活动，
结识了许多全市创业领域
的优秀伙伴，也为后来的
业务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

前不久，入选江苏省
乡土人才“三带”行动计划
培养对象、受聘南京师范
大学创新创业导师的顾若
君再次参加了街道举办的
创业辅导活动，只是这一
次她的身份已从学生转变
成导师，面对着一张张更
为年轻的面孔，她心生感
慨：“后浪一波一波地在前
浪的基础上翻滚，无锡良
好的创业氛围可见一斑。”

“年轻人如果心怀热
血想去大城市闯荡，大可
一试，但要给自己一个期
限，不要盲目地把时间和
精力投入无止境的试错
中，要找到适合自己生长
的土壤”，回乡多年，顾若
君的心态经历了自卑向自
豪的转变，毕业后曾穿梭
于繁华都市的她十分理解
当下年轻人的不安，她鼓
励青年人追逐梦想，不要
压抑自己的追求，更提出
了新的思路，“如果可以把
外面学习到的经验带回
来，再带着家乡的产业走
出去，也是一种不错的选
择”。

（晚报记者 陈钰洁）

本报讯 太湖水芹研
究院，这个机构日前在宜
兴市万石镇现代农业园
设立了。《吕氏春秋》中有

“菜之美者，云梦之芹”的
美句，指的就是水芹。在
宜兴万石镇，水芹规模化
种植以后洪村为最盛，种
植面积近 2000 亩，年产
量达18000吨，成功开拓
了四季芹系列，“万石水
芹”已成为地方一张亮丽
的名片。不仅如此，水芹
渐渐“长”成了当地的富
农产业，生鲜水芹的在线
销售风生水起，这里的水
芹连同“陶都”牌商标，声
名远播。

宜兴市万石镇于6月
10日举行农业项目集中
启动仪式，规划建设2万
亩的宜兴市蔬菜现代农业
产业园，打造宜兴乃至无
锡地区的“菜篮子”。其
中，水芹成为这个蔬菜园
区的要素条件。万石镇党
委书记马敏介绍，近年来，
万石镇依托优质的农业资
源禀赋，推进现代农业发
展，形成了以“水芹”为龙
头、“水八仙”为特色的绿
色蔬菜产业化经营新格
局，丰汇水芹合作社获评

“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示
范社”。不久前，上海馋神
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的
果蔬基地项目、无锡万红

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
蔬菜产业化联合体项目相
继在万石镇现代农业产业
园落户。

万石地处宜兴高亢
平原，土壤肥沃，河网密
布，村庄人家临水而筑。
不 久 前 ，万 石 镇 成 为
2020年无锡地区唯一入
选国家农业产业强镇建
设名单的乡镇，这是近年
万石镇夯实基础建设、壮
大本土特色产业所取得
的又一成果。万石镇党
委书记马敏透露，最近万
石镇启动实施了总投资
1.8亿元的产业强镇项目
和市场主体投资的农业
项目。下阶段，万石镇将
瞄准“江苏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先导区”“苏南绿
色蔬菜现代化生产样板
区”“无锡市‘百企建百
园’集聚区”“以蔬菜为主
导的产业强镇示范区”四
大创建目标，突出“特”

“绿”，加快建设优质原料
基地，着力提升仓储保
鲜、加工营销等设施装备
水平，培育扶持一批带动
力强、影响力大的产业融
合主体，建立健全利益联
结机制，就近就地吸引农
民就业、创业，进一步推
动农业规模化、专业化、
融合化发展，促进农民持
续增收。 （何小兵）

（（杨水君杨水君 摄摄））

““硕士农民硕士农民””创业者顾若君创业者顾若君：：

我赶上了很好的时代我赶上了很好的时代
近年来，无锡大力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良好氛围，圆满完成各项就业创业目标任务，
就业创业工作成效显著。去年一年，全市城镇新
增就业 15.42 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140.18%，完成率省内第一；支持成功自主创业
2.99万人，创业带动就业11.36万人，均完成年
度目标的200%以上。无锡创业氛围如何？政策
扶持有多优厚？来听听创响江苏大学生创业大
赛标兵赛全省第一的顾若君分享她的经验。

灵活：在危机中谋求转机

1989 年出生的顾若
君，是南京大学新闻系硕
士。从大学毕业后，与相
识8年的高中同窗吕米诺
结为夫妻。夫妻二人回到
家乡无锡洛社后，在街道
人社所召开的创业宣讲活
动中了解到创业相关政策
信息，开始谋划起了自己
的事业，萌生了做“农场
主”的念头。

初创时，落到顾若君手
中的是500亩荒土废地，经
过多年耕耘，如今这片土地
已然成为了一片美丽的生
态牧场，无锡星诺果蔬专业
合作社也被评为无锡市农
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树
下养鸡、水边钓鱼、田中种
稻，养殖业风生水起，更带
出了水蜜桃、极品鲜鸽蛋、

精品绿壳蛋、珍品乳鸽、优
质黑猪等一批拳头产品，年
产值达2000万元，带动就
业300多人。成立了国家
重点（培育）学科——扬州
大学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博士点，为江苏省农科院种
养结合生态循环模式示范
与推广点，江苏省巾帼专业
示范合作组织，实现了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
的统一。

“以前吃鸽子不知道吃
的是谁家的，现在直接送货
上门，精准对接，再经由口
口相传，在当地也算小有名
气了”，顾若君介绍，疫情暴
发后，活禽交易终止，农庄
的鸽子、散养鸡都面临着无
法出货的困境，为了把农产
品卖出去，人力成本和运输

成本不断攀升，为保障本地
居民新鲜猪肉、时令蔬菜等
农产品供应，前期的买卖可
谓是“咬牙坚持”。

紧随而来的却是意料
之外的惊喜——产品直接
面向了客户终端，打开了
在无锡的口碑，这让顾若
君在危机中找到了转机。
她把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看作是整顿良机，在此期
间打造了两个全新的鱼
塘，转变经营理念，计划开
放生产基地，设立垂钓中
心，待疫情之后，吸引更多
人前来体验农庄生活。同
时置办了十几个蔬菜大棚
以应对未来气候的变化。
此举不仅让农庄本身扩容
扩产，也带动了周边适龄
人员的新一轮就业。

治愈：在田园牧歌中享受自然

田园视频博主李子柒
尚未火爆时，顾若君就是
她的忠实粉丝，只是和李
子柒视频中的诗意生活
不同的是，当理想照进现
实，手上扎刺、鞋底磨穿
才是常态，顾若君用“鸡
飞狗跳”形容她的乡间创
业生活。最开始，跟着老
师傅学习配饲料、喂饲
料、下地采桃、插秧苗等
农活时，一无所知的顾若
君是个比较多余的存在，
她时常拿着照相机窝在

猪圈里观察猪仔，甚至通
过模仿动物的叫声来和
它们打成一片，闲来无
事，还会给小动物念诗唱
曲，如今这些小猪看她招
手示意，就会朝她跑来。
在顾若君看来，虽然新农
人的生活不如视频中那
样轻松惬意，但田园牧歌
带来的治愈感是相通的，

“刚从城市回到乡间时的
不甘在一个个节气后的
丰收中慢慢消散。”

“这是一个需要沉得

下心的行业，如果你想赚
快钱，那一定不要选择
它”，初次创业就扎根农田
多年，顾若君最深的感触
是“回本慢、风险大、回报
低”。她坦言，也有沉不住
气的时候，曾经觉得只要
有一套好的包装，很快就
能带动销售，提升技术，但
真正做了才发现，10年之
内能把这个农场经营好就
已不错：“创业光砸钱没
用，砸的一定是时间，是踏
踏实实的下地实践。”

幸运：我赶上了很好的时代

一棵水芹“长”成富农产业
太湖水芹研究院落户宜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