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经济复苏与大众创业论坛开讲

“新个体经济”蓬勃发展，兴趣创业时代登场

政策利好
为创新创业开辟新空间

受疫情和经济下行等因素
叠加影响，我国就业形势复杂严
峻。黄奇帆表示，“近年来党中央
国务院出台了不少促进创新创
业的好政策，推动经济向好的循
环方向发展。”

7月中旬，国家发改委等十
三部委联合发文《关于支持新业
态模式健康发展 激活消费市
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明确
鼓励发展“新个体经济”，支持微

商电商、网络直播等多样化的自
主就业、分时就业；大力发展微
经济，打造兼职就业、副业创业等
多种形式。8月7日，在国务院政策
例行吹风会上，人社部、发改委、
民政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也共
同就拓宽灵活就业渠道、优化自
主创业环境等方面作出部署。

疫情期间，电商直播、远程
医疗、线上教育等数字经济领域
新业态迅速涌现，纾解就业压
力，展现出巨大潜力。姚景源介
绍，我国现有近800万网约车司
机，455万快递小哥，这样的新业
态充满了生命力。余放说：“直销、

微商、网店、直播带货、地摊经济
等这些大众创业形式，在这轮经
济复苏过程中表现亮眼，促进了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据商务部数
据，今年上半年，电商直播超1000
万场，活跃主播数超40万。

人民网副总编辑孙海峰指
出，政策利好为大众创业提供了
更多选择，也促进了经济复苏。

大健康产业
助推经济复苏与大众创业

此次全民抗疫的过程，消费者
健康意识不断提升，对健康产品的

需求被迅速放大，大健康产业迎来
黄金发展期。自2016年《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发布，“健康中国”
成为国家战略，2019年我国大健康
产业规模达到8.78万亿元，2020年
产业规模将突破10万亿元。边振甲
指出，“大健康产业的发展将有力
促进疫情后经济复苏，世界卫生组
织曾预测，2020年后，大健康产业
很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

黄奇帆表示，与世界发达国
家相比，我国健康产业规模仍然
较小，占GDP的比例不足5%，健
康需求正由“温饱型”向“小康
型”加速转变。余放介绍，上半年

虽受疫情影响，安利的新品上市
速度仍达到了去年同期的2 . 5倍，
需求井喷，就是创业风口，大健康
产业已成为疫情之后大众创业的
重要赛道，因为它的最大特点就
是“人人需要，人人可为”。

兴趣创业
成为大众创业的新模式

数字经济大潮下，各种新业
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就业模
式从传统的“公司+雇员”向“平台
+个人”兴趣创业模式转变，为劳
动者提供了低门槛、多元化的创
富机会。正像网友所说，“是时候
给自己发个offer了。”

对于新一代的创业者而言，
创业更具个人色彩，更多成为自
我实现、享受成长的过程。兴趣是
创业最好的动力，也是个人成长
最好的老师，它能激发创业者更
大的热情和创造力，是对人潜力
的极大释放。余放表示：“共同的
兴趣爱好本身就是很好的社交货
币，不仅可以帮创业者快速找到
和锁定消费者，也可以迅速凝结
起志同道合的创业团队。”

从2010年起，安利与德国慕
尼黑工业大学合作发布《安利全
球创业报告》，在全球范围内就创
业环境及创业意愿等进行调研和
分析，数据覆盖44个国家和地区的
数万名受访者。2020年报告中有一
个核心洞察，即68%的受访者将“可
以做自己热爱的事”排在创业益处
的前三位，另外两项为“做自己的
老板”以及“赚取额外收入”。

8月21日，由人民网消费
频道和人民健康主办、安利(中
国 )日用品有限公司支持的

“2020经济复苏与大众创业论
坛”举行，以直播方式与广大
网友互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
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中国营
养保健食品协会会长边振甲、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
景源、人民网副总编辑孙海
峰、安利(中国)总裁余放，以及
多位创业者出席论坛，围绕疫
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未来经
济复苏的路径和大众创业的
趋势进行了深入探讨。

与会嘉宾认为，我国经济正
稳步复苏，政策环境为创新创业
开辟新空间，大健康产业需求井
喷，新个体经济蓬勃发展，兴趣
创业成为大众创业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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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洼镇，有两位枣农种出的
冬枣让人艳羡，卖出的价格让人咋
舌。他们是枣园里成长起来的“土
专家”，也有人叫他们“枣王”。

时间回到2000年，时年43岁
的下洼镇西孙村村民孙观朋已是
十里八乡的能人，当时的他手里
还有不少买卖，虽在农村，但他不
靠种地为生。

一天，回家的路上，孙观朋遇
到同村一人，那人卖了一箱冬枣
后，喜不自胜。“他用一个酒箱盛
着冬枣，卖了二百多块钱。”孙观
朋两只手比量着箱子大小，还原
着当时的情形。

当晚回到家，孙观朋睡不着
了，“那么点枣子，就能卖200元，
种枣有利可图，利润可观。”

孙观朋是个脑瓜灵活的人，说
干就干。为了投资，他不惜卖厂房、
卖机器。他买遍所有关于冬枣的书，
一头扎进冬枣领域里研究种植技
术。“一听到县里或市里有讲座，我
必须去听，人家坐着，我可以站着，
只要让我听，我就很满意。”如今，在
孙观朋家里，他的《冬枣日记》仍是
宝贝，他长年手不离笔，只要看到
或想到好点子，立即记下来。

孙观朋带着大家去枣园，他
的园子的确与众不同，比邻居的
高出一大截，“我长年累月往这里
运有机肥，地里就像发好的大馒
头。”果真，进去一踩，软软的。

孙观朋的地里有很多新鲜可
瞧，有的枣套着袋，甚至还有蟠
枣……日积月累，孙观朋的收获
太多了，客厅的一角，全是他获得
的荣誉。证书一排排，还不乏“奖
金10000元”的牌子……“我的目
标是一亩地毛收入10万，现在目标

还没实现，但已经很接近了。”
“特脆特甜，入口无渣，落地即

碎，一捏就只剩下核。”这是孙观朋
种出枣子的特点。他自豪地说，“我
的枣不用上市场就卖完了。”

同样是2000年，下洼镇东平村
57岁的王子周比孙观朋更早“入
行”，他同样是个不走寻常路的枣
农。如今，在省派沾化乡村振兴服
务队的扶持下，老王有了冬枣大
棚，这里种下的是新品种“沾冬二
号”，如今长势喜人。

大棚冬枣，是这几年的新事
物。“大棚冬枣的采摘周期长一
些，随时能保证采摘到最新鲜的
枣，而且上市时间要稍早一些。”

这个时节，冬枣还在枝头疯狂
吸收养分，不具备好口感。但王子周
仍从树上揪下几颗枣塞给了记者，

“来，先尝一尝”。入口脆，已经有了
甜味，细品一下，还有甘蔗的清甜。

到了成熟季，沾冬二号果形
就像一个小苹果。王子周很低调，
他说一亩冬枣能收入4万—5万。
他的枣，一斤能卖到20—30元。

两位枣农的秘诀是疏密间
伐、限产提质、施用有机肥。别人
怕麻烦，怕投入，但他们敢折腾，
舍得下本钱。

一位63岁、一位57岁，他们是
枣农中的佼佼者。不过，人老心不
老，他们还敢于尝试、敢于挑战。

枣农在变，枣乡也在变。产业
发展30年，冬枣之乡也略显疲态，
但不能掉队。外部竞争压力大，“冬
枣夏卖”已成常态。如何应对新冲
击，不光要有技术，还要后继有人。

据粗略统计，下洼镇枣农平
均年龄已达60岁，老枣农希望有
更多年轻人也喜欢上种冬枣。

两个土专家：从种枣到种好枣

“不安分”的王子周埋头琢
磨冬枣种植技术时，一伙“不速
之客”登门造访。

为首一 人 穿 着 农 家 汗
衫，开口却是正经的城里话：

“我是省派服务队过来下洼
服务的，你可是远近闻名的
种枣能手啊！”

王子周早就听说镇上来了
一支省里干部组成的服务队，最
近搞出了不少名堂。

来人说了来意，王子周思索
了一会儿就举双手赞成：“为啥
不干！大棚冬枣效益好，多投点
钱我也愿意试！”

于是，省派乡村振兴服务队
协调项目资金三分之二，王子周
出资三分之一，高标准的钢结构
大棚就罩在了王子周家的8亩

“沾冬二号”枣树上。
这一举动背后折射的是省

派乡村服务队的深入调研，和对
沾化冬枣产业长远发展的研判。

山东省派滨州沾化下洼镇
乡村振兴服务队队长郭桂永表
示，沾化因冬枣闻名，也因冬枣
兴旺，下洼镇乃至沾化的乡村
振兴也要围绕冬枣做文章。

“目前沾化冬枣的市场竞争
力正面临挑战，同时冬枣产业链
的价值尚待大力挖掘。沾化冬枣
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用新技
术和新理念。”这也正是服务队
使劲的方向。

服务队一方面找到王子周
这样有种植经验的枣农，合作推
广沾冬二号与大棚种植技术，大
力提高冬枣品质，一方面打起了
挖掘冬枣剩余价值的主意。

2018年9月，省派服务队来
到下洼镇，如今转眼已快两年。
两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
短，足以让王忠坤和队员们在一
片垃圾场上建起田园综合体。

在“枣恋谷”田园综合体，
王忠坤轻车熟路地带着记者穿
行在冬枣大棚中。一眼望去，棚
中枣树整齐排列，郁郁葱葱，却
不见枣农忙碌的身影。王忠坤
在棚边的控制器上操作几下，
棚上的自动喷雾机即刻运转起
来，为枣树降下“甘霖”。

“只要我在这里操作，棚里打
药、浇水、施肥全部一键启动。”王
忠坤又指着枣树说，“诱虫罐、色
诱灯、粘板都上了，减少用药量，
结出来的冬枣品质更好。”

这样的设备，显而易见减少
了大量人工，是冬枣种植“后继
无人”的一个解决方案。

去年的收获验证了这种尝
试的可行性。30户加入合作社
的枣农，自己只需抹芽、开甲，
其余都在统一生产指导、水肥
管理、病虫防治、营销分成、品
牌宣传下进行，比前一年增收
了约30%。

作为一个田园综合体项目，

除了冬枣规模化种植外，“枣恋
谷”的其他规划也已具雏形。三
横三纵划出六个主功能区，在周
边建起跑马场和梯田花海等项
目，试图以枣为媒，延伸自驾采
摘、垂钓餐饮、骑马娱乐、农耕文
化、研学教育等业态。

一草一木，都浇筑了服务队
员的心血。最开始的水电铺设，
由于资金不足，都是队员亲身上
阵。刚开始对冬枣一窍不通，后
来剪枝、整地、施肥、打药、采摘、
包装全部跟了好几遍。建大棚上
综合体项目，王忠坤跑里跑外，
一天都泡在园里。

当时还有村民调侃王忠坤：
“本来也不咋白，这下更黑了！”
如今看已经颇有起色的“枣恋
谷”，王忠坤就像看自己养大的
孩子。

今年开春时，妻子带着孩
子来村里看望王忠坤。王忠坤
领他们在“枣恋谷”兜了一圈。
10岁的女儿大喊，“爸爸好厉
害！”而妻子看着王忠坤办公室
里堆着的泡面桶和可乐瓶，罕
见地沉默了。

“我妻子说看了心疼，但知
道这是我的理想，她支持。”刚
才兴冲冲介绍项目的王忠坤，
这时看向记者的眼中竟滚着一
汪热泪，“我来了这边，相当于家
里五个老人都甩给她一人照顾，
但她从来没说过自己有压力。”

一支服务队：枣园上建起田园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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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沾化，地处渤海湾南岸的
黄河三角洲，母亲河带来的不仅有
平原千里，还有随水而来的大自然

“馈赠”。一颗颗颠沛流离的种子，
随水而栖，选择在沾化安家。这甜
甜的果实，正是如今富裕一方百姓
的冬枣。

如想在沾化溯源，仍然能寻找
到冬枣“进化”的影子。

在沾化区冬枣研究所的院子
里，一棵300多岁的冬枣树仍然根深
叶茂，硕果累累。斗转星移，树身已
斑驳，但古树不见半点老态。挂在枝
头的枣子就是最好的见证。“到现
在，老树每年还能结200斤-300斤的
冬枣。”研究所所长于洪长说。

“你说怪不怪，这棵树就像有仙
气，从来不招虫，很多游客都愿来这
里合个影，沾沾嫡祖树的吉祥气。”
树上的果子，早就卖出了“概念价”。
于洪长说，最高时卖过每斤998元，
想买到可不容易，比中彩票还难。

走进于洪长的研究所，这里堪
称冬枣博物馆，诉说着冬枣的前世
今生。从冬枣的起源到种植技术的
推广，再到品种变迁，无所不有。

年近七旬的于洪长，参与了冬
枣的发现、推广、发展、创新各个环
节。与他交谈，三句话不离枣，“不管
遇到什么烦心事，只要到了枣园里，
啥都忘了，神清气爽。”

1984年，于洪长从沾化下洼镇

的一个庭院里发现了一棵古树，这
是他与嫡祖树的初次相见。虽在深
秋，古树却硕果累累，甘甜清脆。于
洪长将冬枣枝嫁接到自家庭院的5
棵小枣树上，第二年清明节过后，
他惊喜地发现，嫁接的冬枣树有3
棵吐出了新芽，“这证明冬枣是可
以繁育的。”

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冬枣的保护行动随即展开，在

这次抢救性的保护行动中，发现了
56棵“庭院枣树”散布于各地。

于洪长很欣慰，“全国200万亩
冬枣，全是这棵嫡祖树的子子孙孙，
从嫡祖树上剪下来的枝子，繁育出
的才是最正宗的冬枣树。”

1993年春，沾化开始大面积推
广冬枣，冬枣产业正式起步。历经
30多年的保护、推广，沾化从56株
“庭院枣树”发展到现在的50万亩
“冬枣园林”。

下洼镇正是冬枣的原产地、主
产区。该镇党委书记郭良询介绍，

“全镇耕地10 .3万亩，冬枣种植面积
就达9.8万亩。”

如今，沾化冬枣产业年产值连
续九年突破30亿元，带动枣农人均
冬枣纯收入连续七年超过8000元，
形成集生产、销售、研发、储藏、物
流、加工和旅游于一体的产业集群。

冬枣的星星之火，已发展成燎
原之势。

一棵嫡祖树的传奇：从庭院走向大田，育出200万亩冬枣

虽已时至末伏，可伏天
的威力却丝毫未减。正午时
分，高温橙色预警，实时温度
34℃，可体感温度已超40℃，
让人汗如雨下。这是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近日在枣
乡沾化的切身体验。

沾化区下洼镇，在无边
无沿的枣园里，数不清的冬
枣正在高温下肆意生长，这
是盛夏的果实。这果实要想
跃下枝头，走上舌尖，尚需
熬过溽暑，还须再历秋风。
经历几番洗礼，冬枣才能迎
来脆与甜的特性。

从一颗枣的生长，可窥
见枣乡数十年的发展之路。
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
大到强。枣园里长出了大产
业，同样经历了冰与火的洗
礼，这便是进化的力量。

沾沾化化冬冬枣枣嫡嫡祖祖树树

┩┩刀刀盗盗

一步“枣"行棋：把一棵冬枣树吃干榨净

从沾化“冬”枣，到“四季产
业链”，围绕着冬枣的全产业链
条发展，下洼镇和服务队都努
力“枣”行一步。

“只要有人来，就不让人
空着手走。”省派服务队队长
郭桂永说，“要把一棵冬枣树
吃干榨净，让一棵枣树长出富
民大产业。”

眼前的茶杯中色泽嫩绿、
余香袅袅，入口馥郁清香，这是
由枣芽制成的枣芽茶。“以前枣
农都把枣芽给抹掉扔了，不知
道这小芽能助睡眠、益脾胃。”
王忠坤拿了一罐枣芽茶说，这
枣芽也是宝贝。

于是，不同以往，今年的四
五月份，“枣恋谷”的枣农变身
茶农，把冬枣树上嫩绿鲜艳的
芽芽收了起来。服务队找来济
南圣虎山茶叶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合作，联手打造了“怡致园”
冬枣芽茶品牌，市场反响良好。

“枣农们采枣芽，一天能赚上一
百，又增加了收入。”

四五月卖茶，到了六月，万
亩冬枣树产出甜蜜的枣花蜜。
七八月，明年综合体的研学将
至，九十月等待冬枣成熟，开启

一年最忙的时刻。还有那以前
被随意丢弃的枣树根，全年都
能做枣木雕。

这是从一颗枣到一整棵
树，从“秋”到四季的蜕变。

山东齐鲁浩华食品科技有
限公司的冬枣车间中，机器被
擦得锃亮，为一个多月后的下
枣做准备。大量冬枣将被运进
车间，成为冬枣休闲食品、果
醋、啤酒等精加工产品。总经理
梁胜国说，这里正在建设冬枣
深加工智慧园区，占地103 . 5
亩，建成后可实现年处理冬枣
1 . 6亿斤。

另一种新生也悄然出现。
57岁的下洼镇北陈家村党

支部书记赵建光思路一直很
新。2014年，北陈家村就实现了
网上售枣5万斤。今年电商直播
火爆，赵建光也没落下，张罗着
村民想搞直播。

不过面对这么个新东西，
村民们都没接触过，积极性不
高。“后来省派服务队队员来
村里培训了几次，村民知道怎
么搞了，就跃跃欲试了。”趁着
这股劲儿，赵建光计划在村里
规划600平米的直播超市，彻

底把北陈家村的电商直播做
出声势来。

“前几天正式直播了一次，
我看效果还不错。”赵建光乐呵
呵地说，“有村民下了直播就跟
我说，我们这头一回有点紧张，
下次肯定更好，卖更多咱们的
冬枣产品！”

冬枣深加工产品——— 冬枣精酿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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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枣农农王王子子周周种种出出的的冬冬枣枣，，

每每斤斤能能卖卖出出二二三三十十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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