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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日，第三届“互联网+”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落下帷幕。在这届大赛上，引人瞩目的

项目有就业型创业组“罗小馒”项目和公益型创业项目“乡村无

线计划”。光明日报就这两个亮点进行了报道,中国教育报专门

对金奖队伍进行采访报道，观察者网之前专门做了一篇青年公益

性创业的报道，事迹典型，现转载如下以供参考。

就业型创新创业成大赛新亮点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2017年 9月 18日）

9 月 17 日晚，第三届“互联网＋”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总决赛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举行了冠军争夺赛，浙江大学杭州光

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获得冠军，亚军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ULBrain 机器人视觉解决方案，南京大学分子精准调控的吸波导

磁材料及工业解决方案、东南大学全息智能炫屏并列季军。

本届大赛参与高校与大学生数量均创新高，类别划分也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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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其中参与高校 2241 所，团队报名项目 37万个、参与学生

15万人，分别是上届的 3.2 倍、2.7 倍。本次总决赛共分为创意

组、初创组、成长组和就业型创业组四种组别类型，并首次设立

国际赛道，17支国外大学团队参加了这一类别的比赛。

面向高职高专，鼓励就业型创业

本届大赛首次设立了就业型创业组，主要面向高职高专院

校，其他高校也可申报。为何要专门设立就业型创业组？高教司

副司长范海林说：“全国 2000 多万名高校学生，有一半是高职

高专生，特别需要加强科技创业基础，大赛也要有他们的平台。”

两年时间开出 136 家“罗小馒”门店，以小小的红糖馒头为

1312名员工创造了就业岗位。看似简单低端的餐饮创业，云南大

学滇池学院大四学生罗三长的秘诀是“工匠精神”。“拿到一家

名店的样品后，我把原料拿到昆明学院，用 200 多次分析，拿出

配方。红糖多点，馒头就黑掉了，多蒸一分钟，面团就会趴掉。

面粉、温度、酵母、水的独特配比就是我们的竞争力。”他说，

“昆明有很多模仿者，但没有一家能达到我们的口感。”

参加决赛的 34个项目中，就业型创业占据 3席，席位虽不

多，但代表了许多高职高专学子努力的方向。范海林说：“创新

创业，创业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好的创业项目带动就业甚至比

很多高科技项目还要强。从这届报名的情况看，就业型创业的还

不多，但以后会逐渐扩展。”

公益型创新创业项目需特殊扶持

在河南支教时，中南大学2013 级本科生廖熙田发现，当地

农村地区网络费用十分昂贵，村民无法负担。回到长沙后，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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馒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不过的主食，可谁又能想到就

是这看似不起眼的主食却蕴藏着无限商机？在云南，罗三长红糖

馒头自2015年首家店开业以来，累计共销售红糖馒头7800万个，

单日最高销量 60万个，门店共计 136 家。

在 9月 17 日上午举行的金奖项目四强争夺赛上，当大屏幕

显示出“罗小馒：云南最火的罗三长红糖馒头”项目的评委打分

结果——732分、43 个投资意向时，现场响起了一片掌声和欢呼

声。

在获得金奖的 30多个项目中，大多以高科技为主打，云南

大学滇池学院大四学生罗三长的项目可谓一股“清流”。

“我坚信小产品也有大市场。跟传统的小作坊、夫妻店完全

不同，我们更强调互联网产品思维和追求极致的工匠精神，专注

生产好吃、营养、放心的新中式系列面食。”说起自己的项目优

势，罗三长充满自信。

别看馒头个头小，里面却大有讲究。罗三长红糖馒头选自钙、

铁、叶酸含量是普通红糖数倍的云南特级无沙红糖以及口感更为

筋道特精面粉。200 余次的配比改良，500 多批次的工艺实验，

不断地推倒重来，罗三长红糖馒头终于实现了松软香甜的独家味

觉。

单品爆红后，一个“南馒入侵”的规划图在罗三长心里逐渐

清晰起来。“红糖馒头要想走向全国，就必须围绕品牌、销售、

产品、管理”进行全面战略升级。”罗三长说。

如今，红糖馒头推出了以罗三长本人为原型的全新品牌标识

罗小馒，打造了“LOGO馒”的系列人物动画、漫画、微信表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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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形象，统一升级了所有门店、包装物料的视觉标识；与此同

时，罗三长尝试开发新品种，推出针对女性、儿童等人群的细分

产品。

本届大赛评委、梧桐高创资本 CEO 蒋楠见证了罗小馒从校赛

一路走来。在蒋楠看来，餐饮是个万亿级的传统产业，但随着中

国消费水平的升级，有品牌思维、互联网思维的餐饮企业会有更

广阔的市场。

“罗三长的馒头不仅有独家工艺，还有逐步走向成熟的品牌

包装运营。他打造的呆萌有趣的品牌人物形象能迎合 90后甚至

00后群体的喜好。更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品牌是有故事、有温度

的，展现了新时代的大学生自立自强的精神，从而更能打动消费

者。”蒋楠说。(就业型创业组：“互联网+”商务服务)

（本文作者：中国教育报记者，李薇薇，柴葳，焦以璇，冯丽）

一个返乡创业青年的村淘故事

（来源：观察者网 时间：2017年 9月 18日）

9 月 15 日，江西瑞金市一位叫钟华的 80后返乡青年，在人

社部和山东省政府主办的“首届全国创业就业服务展示交流会”

上，得到了国务院副总理马凯的接见，他有何特别之处呢？

据了解，钟华不仅带领家乡村民养蜂致富，打造家乡特色蜂

蜜产品——山里郎，他还创立了公司，整合线上线下平台包销散

户的“赣南脐橙”，帮助小散果农增收；此外，他还帮助村民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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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了农业生产贷款难，成为家乡的“公益大使”。这一系列举动，

让他成为了当之无愧的青年人返乡创业，带领村民致富的典型。

蜂蜜借农村淘宝拓销路 68户蜂农年收入 4 万

钟华是个 80后，从樟树农校毕业后曾先后在东莞、广州、

深圳等地打工。2011 年，一次偶然的探亲机会，他回到九堡镇慈

坑村的老家，山里的野蜂让他有了创业的想法，“市场上的纯天

然产品很受欢迎，而慈坑村山林资源丰富，很多村民也有养蜂的

传统，为什么不把这么好的产品销售出去呢？”钟华说，考虑自

己是农校毕业的，搞农业有优势，就萌生了养蜂的想法。

钟华对土蜂的养殖并不了解，刚开始只养了70 箱蜜蜂，为

了观察它们，经常被叮得满身包。为了掌握养蜂技术，他向村里

的养蜂老人讨教经验，还主动报考江西农大进修农业技术，初步

掌握了养蜂后，带着另外5户村民开始摸索。

“我们现在可以通过蜂巢蜜上圆孔的数量，判断蜂蜜的水分

是不是超标。”钟华说，水分超标会影响蜂蜜的品质，而经过这

些年的实践，合作社在每个花期酿出的蜂蜜，品质都能得到保障。

2012年，钟华与 5户村民组成合作社，第二年每户就通过养

蜂挣到了七八万元。看到养蜂能挣钱，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加入

到合作社，如今全镇已经有 68户加入，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社

员中有16户此前是当地的贫困户。

如今，在钟华的带领下，这些社员每年通过养蜂可以挣三四

万元，彻底实现了脱贫，他们的蜂蜜也打造出了自己的品牌——

山里郎。

成立公司包销家乡特产 帮小散果农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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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的冬天湿冷，土蜂不易存活，钟华就在网上寻找适宜土

蜂过冬的地方，最后联系上了一家福建的蜂农，“每年 9月份，

我们把蜜蜂运到福建，第二年清明节后再把蜜蜂运回来。”钟华

说，这样既节省了土蜂的成本，也能腾出时间做更多的事。

利用腾出的时间，钟华也带领当地果农增收。赣南脐橙是国

内知名的水果，但每年销量好的只是规模化种植的大户，更多的

“小散”在经销商面前很难有议价能力。

“赣南脐橙是我们老家的特产，我不希望看到零散的果农，

辛苦了一年还要承担赔本的风险。”为了让这些“小散”增收，

钟华利用自己名下的公司，高于市场价收购九堡镇零散果农的脐

橙，通过线上线下寻找销路。

钟华说，虽然自己用更高的价格收购村民的脐橙，但他也要

求村民按照自己提出的标准种植，比如不许打某种农药，或是灌

溉量的大小，通过这种方式的约束，让收购的脐橙标准相对更统

一，既保护了赣南脐橙的口碑，每年也帮助零散果农增收近千元。

通过农村淘宝解决村民农业生产贷款难

2015年，钟华加入农村淘宝，成为村淘在当地的一名村小二。

利用村小二能更多了解农村电商知识的便利，钟华继续在蜂蜜和

脐橙上带领村民致富的同时，也在尝试更多的方法让村民增收。

农村淘宝合伙人经过培训，可以帮助有贷款需求的农户申请

旺农贷，这成了钟华又一项帮村民解决困难的手段。

去年，一名村民因为给父亲治病，花掉了给莲子买化肥的3

万块钱。钟华从旺农贷上榜他申请了 3万元的贷款，才保证了莲

子的生长，“没想到去年莲子行情很好，最后他的莲子一共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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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万块钱。”

村里的一名养猪大户因为资金周转的问题，也向钟华寻求帮

助，最后从旺农贷上申请了 80万的定向贷款买饲料，保证了种

猪顺利出栏。不久前，这名养猪大户又找到钟华，“这一次，他

计划要申请 100 万的贷款来买饲料。”

“公益大使”欲帮家乡再造特产品牌

据统计，钟华的村淘服务站开业至今，帮助村民销售农产品

和购买生活用品的交易额，已经达到了 268 万元，为了帮助村民

农业种植，申请旺农货的金额达到了 850 多万元，为贫困户购买

农资节省了 3万多块钱，给当地贫困户平均增收 800 元左右。

现在的钟华，不仅是农村淘宝的村小二、九堡镇山里郎蜂蜜

的“金牌代言人”，还当上了瑞金市蜂业协会秘书长，更是一名

“公益大使”。

这几年，钟华先后为九堡镇捐款修路，为贫困学生捐赠衣服

和学习用品，累计捐款将近 10万元，成了青年人返乡创业，带

领村民致富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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