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创业过程充满了风

险，对于在校大学生而言更是如此。“我的家人希

望我以后找个稳定的工作，诸如老师、科研工作

者。”杨华向记者说道。在大多数家长看来，一份

稳定的工作才是孩子最好的归宿。

大学生创业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风险很大一

部分来源于经验的缺乏。杨华是我校2014级生物

技术专业，创立了福建艾赛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该公司于今年七月在宁德市成立，主要经营

生物技术开发、昆虫标本制作、昆虫养殖及销售、

场馆设计等。“有一次，我为福州一景区提供产

品。”杨华回忆道，“当时我的生活费全由自己赚，

还存了一些积蓄。我就把所有的积蓄全都拿出来

用于原材料的购买，身上只剩下100块钱。”于是，

杨华就用这100块钱在第八餐厅连续喝了13天的

粥。然而，结果远不如人意。对方对这些产品并

不满意，这一笔积蓄全都打了水漂。

与杨华的遭遇不同，绿洲菌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团队在创业之初就被一不良商家骗去4000多

元。罗宗志告诉记者，由于初涉社会，缺乏经验，

相信对方，未要求对方交付预定金，也未与对方签

订合同，让不法分子由此钻了空子。“这笔资金的

数目看起来虽不是很大，但却是我们团队成员从

各自的开销中节省出来的。”

对于想要创业的同学，杨华建议首先要想清

楚自己为何创业，对自己的创业项目是否有充分

的了解，还要知道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改进劣

势，多和创业者交流从他们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除此以外，杨华强调创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不

畏艰辛，不忘初心，脚踏实地。“当你把兴趣作为一

种职业，就完全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了，在做事的

时候你可能不会认为这是你喜欢的事情，但有了

收获之后，就觉得开心而充实。”这是杨华将兴趣

发展为职业的亲身体会。

记者面向我校各年级学生进行了210份有效

问卷调查，发现有68%的同学有创业的想法，25%的

同学表示没有创业的打算。2013级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专业的周雄选表示，如果是以“赚生活

费”为主要目的的“小打小闹”，他是不建议的，但

他支持有计划、有目标地创业。他认为，创业的确

能全面地锻炼一个人的能力，可以让在校大学生

提前接触和适应社会，但创业也需要有长远的眼

光，“处在学生时代的我们还是涉世未深，眼界和

资源都不够，这个是硬伤。”周雄选说。

通过调查，记者还了解到：在大学生创业需要

具备的能力中，大部分同学认为“出色的沟通能力

和交际能力”、“管理和领导意识”以及“对市场的

认知水平”是尤为重要的。但是，福州高校创业联

盟的负责人陈铭认为，在创业过程中，沟通能力和

交际能力、资金、人脉虽然关键，拓宽自身的思维

模式和格局，培养创新意识才是最重要的。

在与大学生创业者的多次接触中，陈铭发现

不少大学生在创业时受到了来自多方面因素的限

制，特别是思想层面。他告诉记者：“大学生对于

自身的未来都有一个美好的梦想，但是缺乏实现

梦想的能力。他们对未来的自信有时候并不是建

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在他看来，决定一个人

成功的因素是他是否具有成功者的思维。他建

议，大学生应当做到多读书，读好书。此外，在有

想法和计划后，还要克服懒惰，敢于尝试和实践。

福建省芳华越剧团做客创衍
茶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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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园里的那群人
探索农林大人的创新创业之路

编者按：2016年“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我校以团体总分440分的优异成绩再

一次捧回了“优胜杯”，收获金、银、铜奖各两项，并获得“全国高校优秀组织单位”；2016年我校还

成功入选了“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成绩的取得，随之带来的是对我校大学生创业

现状的深入总结与思考。随着社会就业压力的不断加剧，自主创业已经逐渐成为在校大学生和

毕业大学生的一种职业选择和积累经验的方式，我校创业大学生又该如何继续前进？

“我的家乡浙江临安曾经是历史上有名的茶

产地，那里盛产高山生态茶青，但由于一直没有对

应的品牌和销售渠道，造成许多好茶青贱卖的现

象。”为此，出身于茶学专业的陈建平为改善家乡

茶业的现状利用自身专业优势创立了贝塔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并创立微信公众号进行产品宣传。

在“互联网+”席卷的时代背景下，我校大学生

利用农林类专业知识优势，一改农业传统创业模

式，利用“互联网”完成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新形

式，打开农产品销售的线上宣传渠道。

贝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仅是农林类创业类型

之一。绿洲菌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

改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社会型企业，利用菌草

技术进行生态治理和扶贫开发是他们的主要工

作。“我们将示范基地部分菌草作为饲料、菌料及

草种销售给所需企业，并提供技术服务，利用销售

所得来维持团队正常运转。”团队创始人动物科学

学院2014级草学专业（硕士）的罗宗志介绍道。

“我们团队有农学、草学、畜牧学专业为主的

10位研究生以及6位长期驻扎在菌草示范基地一

线的队员。”他们结合自身的专业知识，不仅研究

菌草技术，还利用菌草栽培灵芝，开发灵芝茶、灵

芝项链、灵芝盆景等产品，将产品在线上、线下的

销售利润作为团队的部分盈利来源用以支撑公益

项目的稳健发展。此外，他们还通过网络发起“一

元一株草”的线上众筹活动。“我们希望通过微博、

微信、众筹等互联网平台，扩大社会影响，传播公

益理念，让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保护黄河的公益

事业中来。”罗宗志如是说。

然而，仅仅利用互联网来拓宽农业的销售渠

道是远远不够的。探索如何利用互联网相关技

术，来提高农业产品质量也是当代着手农业创业

的大学生的一个研究方向。除却“互联网+农业”，

服务业和“IP”文化等，也是我校大学生“互联网+”

创业者可以选择的领域。

我校2009届生物科学（微生物方向）的洪金田

创立的芯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获2015年“中国创

翼”青年创业创新大赛总决赛第七名。该团队致

力于“互联网+产品+服务”一体化模式，是以微电

子机械（MEMS)和微流控芯片技术（L0AC)为基础的

智慧即时检测（iPOCT)仪器设备及配套试剂盒产

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此外，在

该总决赛上“乐圈传媒”也获得13名的成绩。“乐圈

传媒”的创始人兼CEO是我校2013届计算机与信

息科学专业何雨田，拥有一个以制作网剧为主营

业务的新媒体创业团队，他们制作的网剧，曾创下

优酷网2亿次点击量的佳绩。

发挥专业优势 携手“互联网+”

以梦为马 探索前行

政策接地气 助力追梦人
“学校对我们的创业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从

场地、桌椅到水电都是学校提供的，我们只要自负

盈亏就可以了。”于2009年入驻大学生创业园A区

的创衍茶艺居负责人2014级茶学专业的刘子文

说。他认为，对于每个正在创业或即将创业的农

林大学子来说，了解我校相关的创业扶持政策可

以更好地帮助自己跨出第一步。创衍茶艺居之所

以经久不衰，能经营七年之久，并从原来的创业产

地发展到创业基地，再到如今成立党支部，离不开

学校好的政策的支持。

创衍茶艺居所在的大学生创业园于2008年建

立，为大学生创业提供场地、技术的支持。该园分

为A、B、C三块区域，园区总面积超过200亩，可容

纳40个大学生创业团队。创业者想要申请入驻创

业园，需参加校内统一的答辩遴选或创新创业大

赛遴选。据悉，为增加优秀创新创业团队展示区

域、自主研发产品和创意产品展示区域，学校将继

续扩建大学生创业园。而这仅是我校创新创业教

育改革中的沧海一粟。

我校以强化督导、加强宣传、资金到位为保障

举措，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体系，加强创

新创业教育实践平台建设，增设大学生创业相关

课程，并建立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基金，大力资助

大学生创业项目。其中，我校每年对自主创业的

毕业生给予每个项目最高8000元的创业启动金扶

持。同时设立创新创业奖学金，建立创新创业学

分累计与转换制度，将学生自主创办注册公司、入

驻创新创业基地等认定为相应的学分，可冲抵个

性发展课和实践教学环节学分。我校还于去年10

月份成立了海丝创新创业学院，旨在借此探索“产

教相融”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打造“创试孵”一体

的多功能综合性大学生创业平台。

我校2016年“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圆满落幕

大学生跨境电商创新创业实训基地

杨华用作实验基地的私人农庄

大学生创业蝶韵项目

2015级动物科学院学生到派尼
尔兔园进行实习培训

绿洲菌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在校科技节上的产品展出

2016年“创青春”全国大学生
创业大赛参赛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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