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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立春後的一股寒流席捲了大半個中國，等不及過完春節，江西萬安青年羅昭留就開始冒着雨雪，為新一年的業務忙碌開來，拜訪潛在客戶、整理生產線、拓展產品種
類……一樁樁、一件件，他奔波在「新年計劃」裏。

一線城市難圓事業夢
2016年，在深圳一家企業擔任軟件工程師的羅昭留辭去了自己年薪30萬元（人民幣，下
同）的工作。「常年加班、身體亞健康、日漸上漲的房價、一眼看得到頭的未來令我心生畏
懼。當時我也已經30多歲了，想到如果再不去闖、再不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就只
能一直待在研發辦公室，40歲、50歲還是做着同樣的工作。而新一代年輕人逐漸進入
職場，競爭越來越激烈，我也很有可能被無情替代。」抱着這樣的想法，羅昭留下
定決心去開拓一份新的事業。

羅昭留口中的「競爭激烈」有數據佐證。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的數據顯
示，2021年我國內地高校畢業生規模為909萬人，教育部預計，2022年這
一數據將增長為1,076萬人。畢業生就業成為全社會日趨關注的熱點。

重塑家鄉經營理念
在絕大多數畢業青年選擇湧向大城市的時候，羅昭留反向

而行，回到江西萬安接手家裏祖傳的豆腐乳製作買賣，並創
立了「羅豆豆腐乳」品牌，重振當地豆腐乳產業。「羅豆
豆腐乳」的故事甚至在2018年4月13日還登上過美國
TED演講舞台，成為首個走向國際演講舞台的中國食
品。

「老家山好水好，釀造出的豆腐乳味道獨
特，但經營者的理念有問題，把短期利益看
得過重，且信息不靈通，品牌意識不
強。」羅昭留回鄉創業後，轉變了
利益至上的經營理念，盡量讓利給
合作方；在打造品牌方面，他告
訴同鄉，不是每一筆生意都
要賺錢，不虧錢但能賺口
碑的生意也要做；而在
信息渠道的搭建上，
羅昭留也發揮了
曾在大城市工
作 過 的 優

勢，借助大城市的信息網絡，將「羅豆豆腐乳」賣到了全國乃至不少發達國家。
「靠着在大城市積累的人脈，『羅豆豆腐乳』走進了深圳不少企事業單位、學校，我們還在深圳

龍崗租下了一個倉庫，一有訂單即可隨時響應。」羅昭留透露，廠子僅豆腐乳這個單品，一年就可
銷售400萬元。

兩地資源互補有可為
他把還算順利的創業過程歸因於自己曾在一線城市奮鬥過，返鄉後也沒有斷了與深圳

的聯繫。「一方面是在大城市還有很多朋友，獲取市場信息的途徑更廣，能夠快速響
應客戶需求；另外是可以經常跳出三四線城市的視角，對產品定位、產品設計、推
廣、運營有更創新更大膽的思路，不會墨守成規。」羅昭留說，「在這些方
面，三四線城市跟深圳還是沒法比的。」
與羅昭留一樣對家鄉特色產業念念不忘的還有江西贛州青年賴國強。

2011年從部隊退伍後，他在深圳做電子產品外銷，後做天使投資，所投
項目涉及互聯網、智能硬件、區塊鏈技術。2016年，他開始接觸家
鄉的農業項目。賴國強從小吃着贛州臍橙長大，他對家鄉臍橙
產業了解越深入，越堅定了一個信念：贛南臍橙的品質不輸任
何一款進口臍橙。他立下事業上一個新目標：要讓贛州臍橙
走得更遠、更受都市消費者的歡迎。
2017年，賴國強回到了家鄉的臍橙基地，與已有種植

經驗的家人共同經營80畝的臍橙果園，他一邊鑽研臍
橙種植的先進技術，一邊廣開銷路，利用各種電商
平台推廣「贛南臍橙」。「每年的11月摘果時
節，我們就開始銷售了，常規的銷售季是
3個月，但我們通常一兩個月就賣斷貨
了。」賴國強透露，利用在大城市學到
的營銷手段，以及積累的人脈資
源，自己將贛南臍橙的銷售渠道
歸為三類：小批量訂製、電商
微商、零售，好產品不缺
買家，訂購過他家臍
橙的消費者很多都成
為了回頭客，去
年的銷量超
過了15
萬斤。

由於厭倦了
大 城 市 的
「996」、或因為害
怕 35 歲後遭企業解
僱、或苦於無法在大
城市買房安家……越
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
在一線城市工作幾年後，主動離
開，回家鄉參加「國考」、「省
考」，以爭取進入體制內的機會。一度
使「考公」（參加公務員考試）、「上
岸」（考上公務員）成為熱潮。
2019年，黎冬離開深圳回老家大連發展。聽

從家人的勸告，他2020年參加了家鄉招錄公務員的
考試。好在畢業沒兩年，考試功底還在，這「保佑」
他順利「上岸」。先是被分配在了鄉鎮公務員崗位上，
後來又一路考到了市裏的宣傳部門。由於本是文科專業，文
筆不俗，在單位逐漸成了「筆桿子」。
「我們的優勢是學東西快、腦子也比較靈活，單位裏的中老

年公務員比較多，很多創新類的事情就會交給我們年輕人做，一
方面我們得到了鍛煉，一方面做好了也積累了口碑。」黎冬透
露，如今自己的收入很可觀，月基本工資雖然不高，但每年都能
拿到一筆不錯的獎金，自己也因此在家鄉迅速買房安家，「心安
定了不少」。

不惜辭職「考公」
211大學畢業的年輕人胡隆是深圳某電子企業的一名會計。

2020年，他曾經在家鄉某鎮的公務員招錄考試中取得過筆試第
一，但陰差陽錯，他錯過了面試。眼看着同學們紛紛進入
公務員單位，胡隆動了重新備考的心思。「我甚至想過
今年要不要直接辭職『考公』，破釜沉舟一次，切斷
自己的後路才能心無旁騖。」如今，胡隆每天晚
上複習考試都到後半夜，「公務員考試競爭越來
越激烈，我的目標是趕在三十歲前考上公務
員。」
近五年來，中國公務員考試

熱度有增無減。以中國國家公
務員考試為例，2017年到 2021
年，通過審核的報名人數分別
為 148 萬、 138 萬、 127.2
萬、127.7 萬和 136 萬，
最終錄取比例維持在
37:1 左右，2019 年
的錄取比例更是
在 63:1，競爭
不 可 謂 不
殘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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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鄉創業揚所長返鄉創業揚所長

換個方向避開一線內卷
「如果緊盯大城市幾家世界

500 強 、 中 國 500 強 企 業 找 工
作 ， 多 數 大 學 生 的 期 望 會 落
空。」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
深圳）公共政策與社會治理研究
中心主任王梅博士認為，絕大多

數青年進入社會時很難一下子找到滿意的工作，
都有一個調試的過程，調試心態、了解社會，通
過不斷地磨練自己的技能，才能找到能夠發揮自
己專長的崗位。

現時，一線城市依然聚集了最頂尖的人才，但學
歷「內卷」嚴重、崗位競爭激烈，畢業生需要對自
身條件有一個客觀的認識，就業需避開競爭白熱化
的領域；通過與社會的接觸、碰撞，校準定位，找
到真正適合自身發展的路子。王梅表示，普通大學

畢業生與其在這種競爭中被淘汰為寫字樓裏的「流
水線工人」，不如「走出去」拚下一身本領。

返鄉年輕人是家鄉「新鮮血液」
在王梅看來，區域經濟的發展、區域差距的縮小

是近年吸引大量年輕人返鄉發展的重要原因。「中
西部省份近年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戰略，區域規
劃『遍地開花』，沿海城市不少產業轉移到內陸省
份，帶來新的工作機會。」王梅解釋，近年，中西
部經濟增長速度加快，為返鄉發展的人才帶來了很
多發展機會，加上國家推行鄉村振興戰略，大學生
從事現代農業也成為一股潮流。

王梅認為，年輕人如果能在一線城市積累工作經
驗、開拓思路、吸收到一線城市制度創新、改革創
新的精髓，回二三線城市發展時，很可能成為當地

的一股「新鮮血液」，將新思
路、新想法帶到當地的工作中，
服務當地經濟社會發展。

勿錯過家鄉發展機遇
當前，各地「十四五」規劃都注重將本土

優勢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爭創高質量發展
標兵，而達成目標最重要的是得有優秀人才。各
省市因而各出「奇招」開展「搶人大戰」，在落
戶、創業、科研、安居、就業等方面出台優惠政
策，為人才提供發展事業的平台，吸引人才扎根下
來，長期為本地創造價值。

王梅鼓勵年輕人將自身定位與家鄉的發展定位結
合起來，找準個人優勢，揚長避短，將個人品牌當
作長期價值來經營，找到事業發展的舞台。

繁華都市，熙熙攘攘，有人逐夢而來，也有人選擇

離開。這些返鄉者，揮一揮手，告別高昂的生活成

本、激烈競爭下的「學歷內卷」，以及醫療教育等公

共配套的不均衡，轉身擁抱家鄉，將在一線城市學到

的知識、經驗用在三四線城市，發揮所長、更大程

度上體現自我價值的同時，也獲得更有幸福感

的生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毛麗娟

深圳報道

◆羅昭留和他的「羅豆豆
腐乳」。 受訪者供圖

◆◆賴國強在家鄉的果賴國強在家鄉的果
園打理臍橙園打理臍橙。。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近 年
來，隨着中央

推進鄉村振興戰
略、實施「一村一

品」強村工程，越來
越多的中國鄉村充分發揮

本地資源優勢、挖掘附加值
高的主導產品和產業。
除了做豆腐乳，羅昭留亦希望

調動家鄉「好山好水好空氣」的資源
優勢，將更多天然、無污染的家鄉農產

品賣到全國。「去年我們特色農產品的銷
售金額是1,000多萬元人民幣，主要是與農民

達成長期合作，收購他們的蜂蜜、茶油、大米、
富硒黃豆等農產品，進行二次加工後售賣。當地的

辣椒種植也不錯，年初我們收購了一家辣椒醬廠，準
備年內啟動生產。」羅昭留稱，希望持續為家鄉激活

「造血」功能，推出更多叫得出名的「拳頭產品」。
賴國強則感慨國家的鄉村振興戰略大大改善了鄉村的經營環

境，大學生回鄉創業有貸款優惠政策、技術指導下鄉跟蹤服務，
政府窗口辦事效率也提升了。他計劃在五年內擴大臍橙種植面積，

並實時推進臍橙「深加工」產業鏈，如生產臍橙土燒酒、臍橙精釀啤
酒等特色產品。

▲▲賴國強利用大賴國強利用大
城市營銷手段和城市營銷手段和
積累的人脉將臍積累的人脉將臍
橙打造成暢銷果橙打造成暢銷果
品品。。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綜合開發研究綜合開發研究
院院（（中國中國．．深圳深圳））
公共政策與社會公共政策與社會
治理研究中心主治理研究中心主
任王梅博士任王梅博士。。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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