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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T

2014 年，公司的各项业务逐渐步

入正轨，朱红青有了创建科创园的打

算：“我要把我的经历讲给更多人听，

把公司掌握的技术教给更多创业者，避

免他们再走我曾经走过的弯路。”泰兴

科创园成立后，一直保持良性运转，朱

红青本人荣获 2019 年度云南省农民工

创业带动就业先进典型；泰兴科创园于

2019年入选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创业创

新园区（基地）目录。

    

搭平台服务创业者
    

作为祥云县首家免费为返乡农民

工、大学生等创业者提供创业平台的开

放式园区，泰兴科创园为创业者提供的

服务既多样又颇具针对性。

“为了让入驻园区的广大蔬菜种植

户实现抱团发展，有效应对市场风险，

园区创办了以服务‘三农’为主的信息

服务中心、农资配套服务中心和穴盘育

苗中心。”泰兴科创园办公室主任张春

丽说，三个中心可以为创业者提供及时

有效的信息服务、农资配送、优质种苗

供应等配套服务，彻底解决创业者的后

顾之忧。

为了让入驻园区的创业项目提高

“孵化”成功率，园区聘请了61名专业

创业导师和55名省、州（市）、县专家，

组成指导团队，对创业项目进行“一对

一”“一盯一”的跟踪服务，为创业者

协调解决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据张春丽介绍，截至目前，创业园

入驻企业达134户，其中“在孵”的企

业71户，“孵出”企业63户。入驻返

乡农民工、大学生及就地就近转移农村

剩余劳动力812人，实现劳务收入2800

多万元，已初步形成“人回乡、企回迁、

钱回流”的局面。

    

聚团队带动大群体
    

近年来，通过科创园的“孵化”，

很多创业者都完成蜕变，实现了增收致

富。祥云泰谊家庭农场的杨云花就是其

中之一。“看到泰兴公司种植绿叶蔬菜

成功，我就从农户手中流转了20亩土地，

跟着种植绿叶蔬菜。”杨云花以前是个

体户，并不懂得种植过玉米、小麦的土

地未经改良不适宜种植绿叶蔬菜，加上

露地种植、缺乏技术，她种的蔬菜商品

化率极低，在市场上难以销售。

泰兴科创园成立之后，杨云花成了

第一批入驻的创业者。在科创园专家的

指导和帮助下，杨云花在土壤中加入适

量牛粪和草炭土改良土地，并购买优质

种苗、建设规范化大棚和水利设施，当

季她的 20 亩土地就实现扭亏为盈，并

在2017年顺利孵化成功出园。“如今，

我的蔬菜大棚面积增加到100亩，还聘

请了7名工人。”提及科创园对于自己

的帮助，杨云花很是感激。

除了对入园的创业者提供指导和服

务外，泰兴科创园还提供基础设施、种苗、

化肥以及技术等全套服务，并邀请农业

技术水平较高和管理能力较强的业主，

对蔬菜进行种植管理，到采收季公司再

按照统一价格进行收购。依托这种模式，

业主刘丽芝2020年纯收入达到17万元。

“以前我是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现在

通过业主模式入驻科创园，负责100亩

大棚。”据刘丽芝介绍，业主模式不仅

降低了风险，还不用担心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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