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泉所创办的窗饰公司位于合肥瑶

海区百帮创业园内。汉语言文学专业毕

业的他看上去斯斯文文的，不像老板反倒

很像个老师。2005年从合肥学院毕业时，

他像大多数毕业生一样，开始投简历、找

工作。不久，刘泉在上汽集团找了份不错

的工作。“2006年工作的时候，每个月能拿

2000多块钱，这个待遇也还好。但钱根本

不够花啊。”刘泉告诉记者，自己其实是个

“不安分”的人，经过考虑，刘泉最终放弃

了上海的工作回到了合肥。

回到合肥，失业的刘泉开始帮着姐

姐做起了窗饰生意。没想到，这一接触

便成就了刘泉日后的创业之路。刘泉

说，创业前他就对窗饰行业做过详细的

市场调研。东方商城、轻工商城、城隍

庙、五里庙……这些合肥市窗饰品集中

的市场都被刘泉跑了个遍。在调研之

后，刘泉发现当时的合肥市窗饰品行业

竞争小，发展空间很大，于是便下定决心

进军窗饰行业。但他告诉记者，创业之

初曾栽了个大跟头。原来，由于缺少经

验，刘泉投资3万6千块钱定制的竹帘子

全部是次品。“在家里囤积了一年多根本

卖不出去。最后，我把这些竹帘全部送

给别人当柴火烧了。”

目前，刘泉在园区租用了400平米

的厂房，员工也有20余人。入园仅1年

多的时间，刘泉的盈利就达到40多万。

现在刘泉的创业道路慢慢上了轨道。

记者从合肥市人社部门获悉，尽管

全市在扶持大学生创业方面取得了很

大的成绩，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合肥市

人社部门建议，高校毕业生就业人事制

度有待进一步完善。据悉，高校毕业生

就业时，都会签订一个本人、学校和用

人单位的三方协议，然后学校对毕业生

进行派遣。人社部门表示，这一套派遣

制度依然具有很浓的计划经济味道。

在大学生就业时，从整个政策导向上都

鼓励其到政府部门、事业单位或公有制

单位工作，这样才能真正派遣。反之，

自主创业的大学生却无法签订三方协

议，也就无法正常派遣。因此，合肥市

人社局建议应研究改革高校毕业生人

事制度，引导、鼓励更多的高校毕业生

通过创业实现就业。

另外，乡镇、村级创业服务平台建设

也需要进一步推进。相对于将农业作为

初始创业行业的大学生来说，农村具有

独特的吸引力。虽然近年来随着统筹城

乡就业工作的推进，乡镇、村级就业和社

会保障工作平台建设也在日益加强，但

从机制、体制方面看，和城区街道社区劳

动保障平台比较，仍不是很健全，尤其是

在创业服务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对

此，合肥市人社局建议应尽快出台强化

乡镇、村级平台建设的指导性文件，从机

构、人员、经费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从

而有效扶持大学生在农村进行创业。

瓶颈：就业人事制度、农村创业两道坎创业：创业之初缺少经验栽了个大跟头

大学生创业，梦想能否照进现实？
人社部门建议：破除就业人事制度、农村创业门槛

“金三银四”，每年上半年的3月起，都是大学生求职旺季，各类人才招聘会也让

忙着投简历、面试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忙得不亦乐乎。但随着大学生就业形势的日益

严峻，一部分大学生放弃了“给别人打工”而选择自主创业。为此，记者特意走访了

合肥市的大学生创业园并采访了大学生创业群体。 记者刘元媛/文 倪路/图

目前，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登记失

业人员已成为合肥市创业扶持的三大重

点群体。其中，高校毕业生又是重中之

重。记者从合肥市人社部门了解到，截

至2010年6月合肥市共建成7个大学生

创业园（区、广场），目前，还有为扶持大

学生创业的创业大厦等在建。

为扶持大学生创业合肥市也出台

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允许大学生等

各类创业者进入法律法规没有禁止的

行业和领域，允许毕业2年内的大学生

“零首付”注册50万元以下的有限责任

公司等等。另外，创业园不但为大学

生提供厂房、场地，租金也比市场价要

低出很多，还包括免收物业费、减收水

电费等等。

政策：资金、场地等方面向自主创业者倾斜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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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老母鸡喜欢“树上生蛋”

“你发现没有，我家的小狗都很肥，

知道为啥吗？”刚走进鹏凤公司养鸡场，

付凤就给记者出了一道题。还没等记者

想到怎么回答，开朗的她又神秘兮兮地

“引诱”说：“到松树林就知道啦！”

“瞧，我家的老母鸡都喜欢飞到松树

上玩，还专门捡结实的枝杈去生蛋。”脚

踩在松软的沙土上，付凤跟记者边走边

“揭秘”：“这不，有的时候风吹断了树枝，

鸡蛋就掉到地上了，小狗们经常可以吃

到‘鸡蛋宴’，不胖才怪！”伴随着付凤爽

朗的笑声，一个将老母鸡养成“功夫鸡”

的故事就这样娓娓道来。

宝宝说他是“奶奶生的”

2007年，付凤和恋人宋大鹏这两个

“80后”年轻人，双双从安徽万博职业学

院生物专业毕业。在放弃了合肥一家制

药公司提供的高薪就业机会后，她毅然

回到了家乡岗集镇松棵村。在400多亩

松林密布、峦岗起伏，被称为无人敢去的

“小鬼洼”的荒地上办起了养鸡场。创业

之初，没有钱、没有人手、没有经验，种种

艰辛令她想起来忍不住落泪。“我家宝宝

刚生下来就交给婆婆带了，连一口母乳

都没吃过。到现在，两岁多的孩子还见

人就说‘我是奶奶生的’。”

“最艰难的日子都过去了，好在有乡亲

们支持，镇政府也主动帮我们联系客商来

参观和订购，现在，老家人都说养不大的

‘小铁鸡’，在我这里变成了‘功夫鸡’。一

到周末，就有好多人开着宝马、奥迪过来，

拎着篮子、搬个梯子，到松树上‘摘鸡蛋’，

到沙土坑里‘挖鸡蛋’，可好玩了。”一说到

这里，付凤忍俊不禁地告诉记者：“城里人

到乡下，对什么都好奇。旅游节的时候，好

多外地的游客把乡亲们自己做的山芋干、

粉扎等小食品都买光了，甚至连一个乡亲

家里的2斤本地大米都给买走了呢！”

小“鸡倌”走出共同致富路

如今，苦尽甘来的付凤已经迎来了

事业的春天。她的鸡场养殖规模从最初

的5000只鸡扩大到5万多只，鸡舍从500

平方米扩张到20000多平方米，散放面积

从400亩发展到2200多亩，经济效益非

常可观，每月仅产蛋的营业额就达40万

元。不仅如此，她还带领乡亲们共同致

富，教会大家科学养鸡的技术，并一起向

市场供应土鸡蛋和老母鸡，“老人们在既

不影响农活，又省心省事的前提下，每年

可以增收1.5万元。”

不仅如此，经历过创业之初“阵痛”

的她，更能体会大学生创业的艰辛。她

在自己公司养殖基地上为大学生们量身

定做了一个个独立的场区，她提供场区

和技术，大学生提供人力，每个场区投入

大约6万元的养鸡成本，共同投资，大学

生可占50%的股份，年底就可盈利。这

样，年轻的大学生既积累了创业经验，学

习到了技术，回到家乡后也可以带着乡

亲一起创业。目前，已有两位大学生在

付凤的养鸡场积累了创业经验，各自回

家乡办起了养殖场。

大学生“鸡倌”和她的“功夫鸡”

有关自主创业，国家和地方政府都有不同的优惠扶持政策。记者从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想自主创业的大学生

可以到合肥市各区的创业服务中心寻求帮助，他们会为大学生创业提供咨询和服务。大学生也可登录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网（http：//www.ahhfld.gov.cn）或拨打12333信息查询热线，咨询有关创业的问题。 记者 宋娟

小时候，男孩子们大多有过爬树掏鸟蛋的“淘气往事”。可您知道吗，如今就是想捡个鸡蛋，也得“上树”啦！在合肥市长丰县

岗集镇，大学生“鸡倌”付凤养的“功夫鸡”，就是飞檐走壁的“高手”，最喜欢飞到松树上下蛋……

陈燕 记者刘甜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