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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四学生校园创业

设计创意毕业服赚第一桶金

本报记者 王春芳

逐渐成长为基层团组织的重要力量

25 名村官出席共青团十七大

本报讯

6

月

17

日至

20

日， 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在京举行。 据

粗略统计，在出席会议的

1500

多名代表中，

有

25

名大学生村官， 以及多名有过村官经

历的青年代表。 这是继大学生村官当选党的

十八大代表 、全国人大代表之后 ，大学生村

官群体又一次亮相全国性的重要会议。

据了解，在此前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

团代会上 ， 均出现了大学生村官代表的身

影 ，一批村官担任了乡镇 、县市等各级团组

织的领导职务。 这充分说明，经历农村广阔

天地的锻炼， 大学生村官这一新生群体，正

逐渐成长为基层团组织的重要力量。

出席共青团十七大的大学生村官代表

中 ，有大家熟悉的邢镭 、高金磊 、李欣蓉 、魏

华伟、项玉君、蔡富勇、孔小藤、刘文丽、吴书

香等一批“明星”村官，也有一批从大学生村

官中成长起来的基层团干部。

（蒋凯）

一位大学生村官问： 老赵是我们村

有名的种植大户，种了

35

亩梨树，政府

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老赵就把

35

亩梨

树全部都投了保，平时早出晚归，一头钻

在果园里，指望有个好收成。 没想到，一

场暴风雨袭来，老赵的心血都泡了汤，梨

落了一大半。 老赵连连庆幸自己投了政

策性农业保险，能获得保险赔偿。保险公

司的工作人员到现场了解之后， 给老赵

每亩赔偿

2000

元。 老赵不理解，保险合

同上写明了最高赔偿金额每亩

3000

元，

为什么不能给予足额赔偿？

答： 老赵给梨园投的保险属种植业

农业保险， 种植业保险责任为人力无法

抗拒的自然灾害 ，包括暴雨 、洪水

(

政府

行蓄洪除外

)

、内涝、风灾、雹灾、冻灾、旱

灾、病虫草鼠害等，对投保农作物造成的

损失。

农户受灾或发生保险事故后， 由保

险公司到现场查勘定损， 核准受灾动植

物的数量和损失程度，对照保险条款，确

定是否理赔和赔偿金额， 并不是一受灾

或发生保险事故就能获得最高赔偿金

额。 梨树的保险金额是每亩

3000

元，老

赵的梨只落了一大半， 同时梨的险种的

绝对免赔率是

10%

，因此，保险公司每亩

赔偿老赵

2000

元是合理的。 新 华

农业保险为什么不能足额赔偿

张扬的毕业照、欢乐的毕业聚会、集体出

游的毕业之旅…… 面对即将结束的大学生

涯，这些都成为毕业生们纪念和送别的各种方

式。 而定制个性

T

恤因其个性张扬、价格便宜

成为毕业生们钟爱的选择，同时也给即将毕业

的河南理工大学的学生欧阳虎带来了创业商

机。

个性定制，将“同学”穿在身上

6

月

14

日， 在河南理工大学的男生宿舍

里，记者见到了正给客户介绍毕业服的欧阳虎。

面对客户， 阳光帅气的欧阳虎侃侃而谈：“所谓

毕业服，就是用衣服来做同学纪念的一种形式，

这毕业服可以由同学们自己设计图案， 而且每

人拥有的一件物美价廉的同款服装。 ”

心形图案、不规则的几何图形、前后不一

的设计……欧阳虎手中的每一件衣服都倾注

了他的心血。 “这是上个班级定制的心形头像，

这个图案最受欢迎。 ”欧阳虎得意地说，除了图

案， 毕业服上的文字也很精彩。“ 吃货！半夜有

没有跟我借过半包泡面？ ”“百年修得上下铺”

等文字或真情流露，或诙谐幽默。 据介绍，这些

潮语大多是同学们自己想出来的。

“把同学的样貌和名字印在衣服上， 这对

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们都很有意义！ ” 前来挑

选毕业服的田飞这样说出心声， 就在前几天，

他们班就在此共同创意定制了一款毕业服。

瞄准市场，四天揽到第一笔生意

说起销售定制毕业服的这个想法，欧阳虎

腼腆地说，

5

月初，他在为大家设计青春毕业纪

念册时，无意间想到了如果把相片印刷到白

T

恤上，也许会更加美观实惠。 想到就做，

5

月

25

日，欧阳虎开始在校内网作了市场调查，没想

到反响很强烈，有一个班级直接预订了

25

件！

既然有市场，就必须找到渠道。 欧阳虎首

先在焦作本地寻找服装厂家，跑了两天，联系

了近十家服装厂，均因量小价高放弃，他只能

把目光转向网络。 有了实地考察的经验，欧阳

虎对布料 、图案 、印刷 、价格等都有了大致了

解， 在和外地商家搞起价来，

得心应手。 经过类比，最终他

选择了杭州的一家文化衫公

司。

有市场，有渠道，第一单

生意随之而来。

5

月

29

日，第

一批毕业纪念文化衫到货。不

久，其他学院的班级也来定做

毕业服 ，“这算是 第一桶金

吧！ ”欧阳虎眼里泛着亮晶晶

的光芒说。

精彩创业，团委还可助力

兴奋的话音刚落，欧阳虎也沉默起来。 他

和大多数毕业生一样在经历着找工作的危机

和困惑。 “大家都说毕业即失业，我是在尝试自

己学会走路。 ”欧阳虎说。他之前也曾去批发市

场上批发衣架和女生饰品， 并赚到了微薄利

润。 最后，欧阳虎表示，他乐意继续寻找机会走

创业之路。

“赚钱虽然不多， 却丰富了大学生们很多

创业经验。 ”对于欧阳虎的创业思路，团市委工

作人员给予了肯定。 目前大学生就业形势较为

严峻， 如果大学生们在已有的兴趣爱好中创

业，就可以尝试创业，也积攒了工作经验，对大

学生们走向社会非常有好处。

团市委工作人员还提醒， 愿意创业的大

中专毕业生们可向基层共青团组织提出小额

担保贷款的申请，只要符合政策，大中专毕业

生就可以享受为期

2

年的小额免息贷款政策。

没有抵押 贷不到款

农业合作社发展遭遇资金难题

本报记者 原文钊

近年来，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迅猛，缺少

资金逐渐成为制约农民专业合作社快速发展

的瓶颈。 但由于缺少资金，很多新社员不敢入

户、生产规模无法扩大等矛盾日益尖锐，许多

合作社在发展的路上举步维艰。

连日来，记者走访了我市十余家农民专业

合作社，对这一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修武县明远专业种植合作社是一家集花

生种植、加工，花生油压榨、销售为一体的农民

专业合作社。 该合作社不仅每年都根据市场行

情以保护价从农户手中收购花生，而且采用传

统工艺压榨

100%

的纯天然花生油， 既保证了

农民收益，又为百姓提供了天然、健康的食用

油。

2011

年， 该合作社投资

40

余万元， 在农

业、卫生、质监部门的指导下，建立了标准化生

产体系，该公司成为我省唯一一家经质监部门

批准的压榨花生油专业生产企业。

但是，这么好的项目两年来却没有扩大发

展规模。 “自己的资金有限， 加上银行贷款

难度大是主要原因。 ”该合作社理事长张明远

说，没有抵押就贷不了款，只能自己想办法解

决。

贷款难度大是个别合作社的问题还是所

有合作社发展面临的问题呢？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 温县邢邱合作社

饲养的黄河白鹅很受省内外客商的亲睐 。

2010

年

10

月，我省畜牧专家为该合作社打造

的 “百万只黄河白鹅屠宰加工及肉鹅养殖基

地绿色循环建设项目”，当年经温县发改委批

准立项。

该项目可行性报告显示， 仅屠宰项目就

需资金

1000

万元，加上建设养鹅基地，总需资

金

4000

万元， 这么大的投资是一个合作社根

本无力承担的。

为了项目顺利上马，该合作社理事长朱高

锋曾多次向银行申请贷款，但如此之大的贷款

金额均不符合各家银行的贷款条件。 除了求助

银行， 朱高锋又多次需找合作伙伴和投资商，

帮助他把项目建设起来。

为什么合作社会出现贷款难呢？ 记者采访

了几家银行的信贷部门， 得到的回答基本相

同： 一是专业合作社不是实体是农民自发组

织，土地大多租赁无土地证，房产无房产证，不

能作为抵押贷款条件；二是国家没有相关金融

政策，执行起来很困难；三是即使符合放款条

件的，金额上限也很低，难以满足大项目、大生

产线建设的需求。

事实上， 合作社资金难问题不只是在我

市，属于全国性问题，目前实施的

5

户联保小

额贷款，也只能满足合作社起步阶段的发展问

题。

合作社的兴起就是为了破解农民在生产

销售上一家一户小农经济所遇到的资金 、技

术、服务等难题。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业

合作社法》 正式实施到现在已

3

年多时间，资

金仍是专业合作社面临的最大问题。

在采访中，许多因资金难而烦恼的合作社

理事长都表示， 出台相关支持政策迫在眉睫。

他们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一是合作社的发

展与政府主管部门支持是分不开的，遇到发展

问题应多于政府加强沟通，寻求帮助；二是合

作社的发展不宜急于求成，稳步发展，在积累

经验的同时，积累足够的资金来扩大合作社的

发展规模； 三是合作社是一个合作共赢的集

体，好的项目可以寻找有实力的投资商合作建

设，为项目资金提供有力保障。

在部队， 他是连队士官中的

骨干，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

士官， 并荣获个人三等功一次。

2008

年，他在汶川地震救援中腰

部受伤， 被鉴定为

9

级伤残后退

伍。 今年年初，在退伍后几年的

摸爬滚打中，他搞起了饲养业，成

立了合作社， 走出了一条成功的

自主创业之路。

他就是武陟县小雨火鸡专业

饲养合作社理事长杜雨成。

2009

年

7

月， 杜雨成在父亲

的协助下， 跟着邻居学起了饲养

黑鸭。 搭鸭棚、放鸭苗，但当鸭子

出栏的时候， 鸭价大跌让杜雨成

没有赚钱。 杜雨成和父亲商量后

决定种几亩果树，再养些猪，走多

种经营的路子。

2009

年年底，当他们的果园

和猪舍刚刚开始建设的时候，父

亲却因交通意外突然离世， 这对

于

12

岁便失去母亲的杜雨成如

晴天霹雳。

屋漏偏逢连夜雨。 当年的冬

天 ，天气冷的早 ，加上杜雨成没

有养猪的经验，他家的猪全部死

掉。

连续的失败， 让疲惫不堪的

杜雨成筋疲力尽。 他开始思考如

何转型， 去饲养一些管理粗犷而

经济价值又高的家畜或禽类。

2012

年 ，通过对江苏 、山东

等地的考察， 杜雨成发现火鸡的

饲养价格稳定而且发展潜力大。

他随即从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

以每只

120

元的价格购进了一批

种鸡苗，走上了一条新的创业路。

“俺在山东、安徽等地考察的

时候，看见农村里摆宴席用的都是火鸡，饲养和食用

火鸡非常普及，我觉得火鸡市场前景非常好，所以就

定下来养火鸡了。 ”杜雨成说，就冲着这广阔的市场

前景， 他下定决心成立了我市规模最大的火鸡饲养

专业合作社。

杜雨成养的是种鸡，不仅饲养成本低，而且收

益高。 他现在养了

260

多只母鸡和

80

多只公鸡，每

天的产蛋量在

100

枚左右， 孵化出来的小鸡自己养

一部分，卖给周边农户一部分，并将卖出去的火鸡在

长成后回收，全程有饲养技术指导，农户养一只鸡的

利润在

50

元左右，一年养两次就是

100

元。

“俺的火鸡是散养的，主要靠它们自己觅食，偶

尔喂些玉米就可以了，饲养成本非常低，但品质却很

好，很受农户们的欢迎。 ”杜雨成说。

在一年的摸索中，杜雨成的火鸡饲养已经开辟

了一定的市场，大家对食用火鸡也非常认可。今年年

初，村里为了支持他把合作社做大，专门给他划了

13

亩土地建立屠宰场。

“屠宰场下半年就能投产了，到时候咱的火鸡合

作社就能做到产、供、销一条龙，社员们的经济收入

也能走上快车道了。 ”杜雨成笑着说。

记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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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欧阳虎在展示自己设计的毕业服。 本报记者 王春芳 摄

宁波首次面向村官

选拔党政干部

本报讯 浙江省宁波市决定， 近期面向大学生村官

公开选拔乡镇党委委员或副乡镇长候选人预备人选，这

是宁波市首次面向优秀大学生村官公开选拔党政干部。

宁波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良才介绍说， 今年宁波市

要选拔一批优秀大学生村官进入乡镇党政领导班子，力

争每个县市区都有

1

名以上。 这次公开选拔的乡镇党委

委员或副乡镇长候选人预备人选职位一共有

13

名，报考

对象必须是在村（社区）任职满

2

年以上且现任或曾任村

（社区）党组织委员或村委会（居委会）委员以上职务的优

秀大学生村官。 宁波市历年选聘大学生村官

3500

多名，

符合报考条件的大学生村官有

500

多名。 （刘发丁）

北京 76名村官

换届进入村“两委”

本报讯 近日，北京市

3690

个参选村全部推选产生

村民选举委员会，有

3601

个村完成选举，完成率

97.6%

，

产生新村委会成员

12669

人， 其中，

76

名大学生村官当

选新班子成员。

此次选举，村选举委员会成员党员比例

68.2%

，村党

组织书记兼任选委会主任比例

90.1%

； 提名候选人党员

比例

64.3%

；新班子党员比例

76.2%

。此外，已完成选举的

3601

个村中，有

2409

名村党组织书记兼任村委会主任，

“一肩挑”比例为

67%

，两委交叉任职

7064

人，占成员总

数的

55.8%

； 新当选妇女委员

3993

人， 占成员总数的

31.5%

，每村至少有一名妇女村委。同时，流动人口民主权

利也得到有效保障，通过民主程序，有

7673

名外地来京

人员被登记为选民。 （李佳）

仪征大学生村官

当选市委候补委员

本报讯 在刚刚结束的江苏省仪征市第十二次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该市十二圩办事处团工委书记、东升

村党支部书记、 大学生村官邹玉凤高票当选为

5

名仪征

市委候补委员之一。村党支部书记当选市委候补委员，在

仪征历史上尚属首次。

今年

26

岁的邹玉凤，

2008

年

7

月从南京晓庄学院

毕业， 经选聘成为仪征市十二圩办事处的一名大学生村

官。 任职以来，邹玉凤积极主动融入农村，以“村官”的责

任感和对“三农”工作的执着热爱，为民办实事、办好事，

成为老百姓的贴心人， 也赢得了村民和党员们的信任，

2009

年

9

月全票当选仪征大学生村官中第一个村党组

织书记。

（李敏）

青海村官

每月生活补贴涨 400元

本报讯 青海省日前出台惠及大学生到

基层就业的新措施： 参加大学生村官、“三支

一扶”等基层服务项目者，在原有各项补贴基

础上，每人每月的生活费补贴由

1250

元提高

到

1650

元，补贴标准提高了

400

元。

据悉，除了提高每月的生活补贴外，该省

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计划、“青南计划”基

层服务项目高校毕业生一次性体检费也由

150

元提高到

200

元， 交通费补贴则由每人

每年

240

元提高到

600

元。该标准自

2013

年

1

月起执行， 本年度调标及生活费等补贴的

补发工作于

2013

年

7

月全面完成。

目前， 青海省基层服务项目在岗服务高

校毕业生

1727

人，其中，大学生村官

656

人，

“三支一扶” 高校毕业生

410

人，“青南计划”

高校毕业生

661

人。 （张志锋 王梅）

13 名村官抱团种西瓜

本报讯 “我们种植的西瓜从

6

月

5

日

上市，不到半个月时间就卖出

2

万多公斤，今

年赚个二三十万元应该没问题。”江苏省兴化

市西郊镇刘联村大学生村官高和斌高兴地

说。

据高和斌介绍，去年

11

月初，他和镇里

毕明强、卢静、李媛媛等

13

位村官各自投资

1

万元，在镇党委、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在

该镇刘联村以每年每亩

1000

元的价格流转

40

亩土地，建起了

38

座钢架大棚种植“早佳

8424

”西瓜 ，镇里专门请来种植专家指导他

们种植。 今年年初，他们牵头成立了裕禾果

蔬合作社， 吸引

10

多名村民到合作社里打

工。

目前他们种植的西瓜销售行情非常好，

仅

6

月

17

日一天，就销售了

2500

多公斤。附

近的村民都夸大学生村官头脑活， 有办法。

“现在到了采摘西瓜的高峰期，每天的工钱有

100

多元呢。 ”村民刘兆瑞开心地说。

（袁开建 冯兆宽）

政策解答

▲

一位大学生村官问： 我想了解一下

关于“农超对接”，国家出台了哪些政策措

施？

答：开展“农超对接”（引导大型连锁

超市直接与鲜活农产品产地的农民专业

合作社对接）试点，是促进农民专业合作

社又好又快发展的有效途径。 国家支持

“农超对接”的政策措施主要有：

一是加大“农超对接”政策支持力度。

支持超市加快冷链系统、物流配送中心等

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合作社建设冷藏

保鲜设施、配置冷藏运输工具、检验检测

设备等。超市从农民专业合作社购进的免

税农产品，可按

13%

的扣除率计算抵扣增

值税进项税额。

二是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做大做强。

鼓励同类农产品合作社在自愿的基础上

开展联合与合作， 充分发挥集聚效应，形

成规模效益，提高均衡供应超市农产品的

能力。

三是推进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和流

通。 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率先实施标准

化生产，加强安全生产记录管理，依据农

产品流通相关标准，对农产品进行分级、

包装 、加贴标识 ，创建品牌 ，实现合作社

产品质量可追溯。 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

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蔬菜园艺作物标准

园、畜禽养殖标准化扶持项目、水产健康

养殖示范场创建。 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

根据超市的需求，实行统一采购种苗、统

一采购和使用农资、统一记载田间档案、

统一采收产品、统一检测农残。

四是降低“农超对接”门槛。 严禁超市

向合作社收取进场费、赞助费、摊位费、条

码费等不合理费用， 严禁任意拖欠货款。

超市一般应采取日结的方式收购蔬菜等

生鲜农产品，尽量缩短账期。 鼓励超市和

合作社签订长期对接合同， 建立长期、稳

定、紧密的对接关系，提高合同契约意识

和诚信意识。

新 华

“农超对接”有优惠政策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