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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果子有大价值

2013 年，在英国萨里大学企业
运营与物流管理专业拿到硕士学位的
张静回到国内，在北京工作。

一次，她与父亲在老家散步，意
外地发现不少树上掉落烂在地里的山
楂，这令张静迷惑不已——自己从小
便知道红果是兴隆县的一大特色，为
啥这些宁肯烂着也没人去捡？

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山楂收购价
格太低，相较于摘果成本并不划算。

红彤彤的果子被弃在了地里，她
感到既可惜又无奈。张静告诉记者，
那时，她心里就隐隐有了想法，想要
尝试通过自己所学，为家乡的红果开

发出更大价值。
曾有数据显示，兴隆县山楂种植

面积与产量均位居全国县级首位，山
楂生产及加工收入占当地农民人均纯
收入比例高达33.8%。

这一颗颗红果个头娇小，分量却
实实在在，它们是兴隆县不少果农的
生计，因此，山楂的行情时刻牵动着
乡亲们的心。

想 要 让 这 颗 红 果 变 成 “ 致 富
果”，还得靠延伸产业链；想要挖掘
出山楂更大的产品附加值，就得努力
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若只是靠山楂
果脯类产品彼此打“价格战”，很难
突破行业发展瓶颈。

2015 年，承德瑞泰食品有限公
司正式注册，张静担任总经理。一年
后，她所在的公司作为理事长单位参

与组建河北省山楂产业创新战略联
盟，其后，院士工作站和河北省山楂
产业技术研究院也分别成立。张静于
是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技术研究院
院长。

新的平台，吸引了包括中国工程
院院士、原北京林业大学校长尹伟
伦，中国农科院博士生导师毕金锋等
多名知名林果专家，这为高附加值的
山楂产品研发及落地转化提供了强大
的智力支持。“葡萄籽精华特别有
名，就是源于其中的原花青素。山楂
中的原花青素含量与活性都比葡萄籽
还要好，我们对于山楂原花青素的萃
取实现了突破。”张静说。

致富是场接力赛

每 年 秋 天 ， 山 楂 到 了 收 获 季
节，张静都会密切关注开秤价的走
势。她会与农户签订协议，明确规定
以高于市场价 10%—20%的价格收购
山楂。以去年为例，山楂开秤价是1
元钱，张静兑现承诺，以 1.2元的平
均价收购山楂，农户实现了实实在
在的增收。

为了让农户能够更好地规避风
险，在瑞泰的 2 万亩山楂种植园里，
张静为参与园区种植的农户免费提供
栽培技术，避免因管理缺失造成果品
减产。

与 此 同 时 ， 张 静 已 累 积 吸 纳
1500 余户贫困户入股，并建立扶贫
车间，解决贫困户的就业问题。截至
目前，已累计返还贫困户股金240余
万元，分红达140余万元。

“也有一些贫困户拒绝了我们的

本 金 返 还 ， 就 踏 实 地 把 钱 压 在 这
里。”张静说，这让她感受到了信
任，也有了更多坚持下去的后劲儿。

得益于技术突破，山楂产业也迎
来新的发展。山楂产业技术研究院正
在参与包含山楂寡糖、酵素、多糖提
取物对癌细胞抑制作用等在内的多项
课题研究，也在进一步提取山楂中的
膳食纤维。这从表皮到内核的价值，
正在转化为更多面向市场的高附加值
产品。

去年5月，张静荣获“承德青年
五四奖章”。31 年前的 5 月 4 日，她
的父亲张学军就因投身养殖业、带领
乡亲一起致富而在当年获颁“河北省
青年星火带头人”。

“颁发日期都是 5 月 4 日，前后
相差整整 31年。”张静感慨地说。带
动乡亲们一起致富，以前，父亲就是
这么做的，而现在，女儿拿过了接
力棒。

“一切损失我们赔”

为了统一管理好山楂果树，张静
采用了一种被称为“落头开心、矮化
复壮”的修剪技术，即确定树体高度
后修剪去除树体上部，并将树枝拉平
以增加树体透光性。通过这种方式，
整棵果树的营养分布更均匀、营养度
更好，结出的果子色泽与饱满度都会
得到大幅提高。

然而，这种修剪方式的缺点在
于，第一年修剪时下手极“狠”，要
将高处树杈统统剪下，这令不少山楂
种植户不解。

“我们种了几十年山楂，都种得

挺好，你一来手起刀落都给我们剪下
来了。凭啥信你！”

“我们要是减产了、赔钱了，这
损失你们给赔偿吗？”

有的种植户干脆将张静和团队成
员拦在了地里，不让他们靠近山楂
树。“还有的说要去找政府告我们”，
张静苦笑说，“反正怎么说的都有，
推动‘落头开心’的过程中就遇到了
阻碍。”

在又一次被种植户半路拦住、不
让修剪果树的时候，张静打定主意，
再难也得把这扎根未来的技术推广下
去。“我对拦我们的乡亲说，‘您一定
要相信我们，若是明年果树减产了，
一切损失我们来赔’！”

第二年，种植户们悬着的心可算
放下了。果树的的确确长得比原来更
好，山楂品相也更好，不但没有减
产，产量比之前还增长了不少。

一些头一年不理解的果农主动
找 了 过 来 ，要跟张静学习修剪技
术。眼看着想要学习新技术的农户越
来越多，她由衷地觉得高兴。张静与
当地科技局联手，在家乡组织技能
培训，想要多培养出一些农村实用
型技能人才。

人才培养，也是她现在关注的重
点。“当代青年愿意从事农业的越来
越少了，但在我们建设研究院、研发
检测中心的过程中也吸引了一批年轻
人，他们慢慢觉得农业做好了也非常
有意思。这些青年人是脱贫攻坚中的
一股重要力量。”

有位果农在拿到分红的钱后曾笑
得合不拢嘴：“谁曾想种山楂还真致
富了哩！”

“那可不！这红彤彤的果子，真
就是颗‘致富果’！”张静说。

（本版照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开栏的话】
今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收官之年。中国人距离摆脱绝对贫困的目标已越来越近，实
现全面小康的梦想就在眼前。

甩掉一顶顶穷帽子，欢欢喜喜地奔向自己的好日子。在
脱贫攻坚这场战役中、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为数众多
的留学归国人员施展所学，撸起袖子、挥洒汗水，帮助贫困
户实现脱贫梦想。

这样的海归身影随处可见，这样的生动事例俯拾皆是。
革新技术、发展产业、培养人才、扶贫扶志……一个个海归
扶贫故事，正是当代海归将最美的青春、最远大的理想与祖
国发展紧紧相系的写照。即日起，本报将推出系列报道——
海归扶贫故事会，关注工作在扶贫一线的留学归国人员，讲
述他们生动感人的扶贫故事。

——编 者

红果成了幸福果
本报记者 孙亚慧

红果成了幸福果
本报记者 孙亚慧

留学 重新认识中国文化

依山傍水而居，晨起舞太极、练武术，白
天制作古琴，晚上与朋友相约读书、品茗……
悠然自足，这就是李涛如今的生活。

李涛，毕业于法国南特大学企业管理专
业。留学的几年里，他发现自己身边的不少法
国人对中国的琴棋书画、诗酒花茶等表现出了
浓厚的兴趣，这也给了他在陌生的文化环境中
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独特魅力的角度和机会。

反观、思考、重建……从那时起，李涛决
定重新开始认识中华传统文化。

2015 年，胡中炜完成学业后选择留在日
本，做一名摄影师。一次，在完成了京都的拍
摄工作后，同行的日本同事推荐了一家当地的
点心店，据传所售卖的点心是从中国唐代国都
长安流传至此的。胡中炜开始不信，专门去拜
访后，才发现店里面的糕点的确带有浓厚的中
华传统文化特色。店主介绍说，最初，是唐代
僧人将这样的点心带到日本，结果这项制作点

心的传统手艺一直传承至今，甚至连口味和形
状都尽量保留原貌。

“我就是西安人，唐代不少优秀的传统文化
在随着时间淡去，我们自己留下的并不算多。
但在今天的京都，许多地方都还可以找到长安
的影子。”这样的传承让胡中炜感到震撼，也给
了他回国从事文创产业的灵感。

回国 展示传统文化内核

2018年底，胡中炜回国后在西安创建“橙熙
安”品牌，打造文创电商。团队工作主要分为两部
分：一是视频产品，拍摄西安的传统匠人与手工
艺者，通过影像记录和展示中华传统文化内核。
二是推出文创产品。二者相比，还是视频的吸引
力更强。胡中炜表示，文创产品的实际交易量并
不多，通过市场调查，他意识到如果只是简单地
附着一些文化元素符号，那样的文创产品并不会
引起消费者的购买兴趣。目前，新媒体平台的文
化产品仍是胡中炜团队的关注重点。

视线向南，从法国回来的李涛，正与黄虎
村结缘。

黄虎村位于武汉市蔡甸区大集
街，当地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闲
置下了不少老屋。2017年，已在武汉
成立工作室的李涛为了专心创作，需
要寻觅一处新的工作地点，他选在了
黄虎村。

李涛表示，选择黄虎村还有另外
一个原因：伯牙子期的故事围绕古琴
展开，而制作古琴正是李涛的主业。

“子期墓就在我们工作室的湖对岸，
这里以前被叫作汉阳县钟家村，与伯
牙子期的故事渊源很深。”

定居黄虎村后，李涛的漆艺老师
段立峰也来到了这里，不仅如此，李
涛身边更多有手艺的朋友也萌生了搬

到黄虎村的想法。渐渐地，黄虎村变成了手工
匠人们的聚集之地，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创
村”。截至目前，已有十几位手工匠人在村里扎
根，涵盖古琴、漆艺、花艺、布艺、篆刻、茶
艺、香道等众多行业。“我们并不想让村子成为
大众消费的景点，只希望真正喜欢乡村生活和
传统文化的朋友，能拥有一个潜心工作、宁静
生活的地方。”李涛说。

传承 挖掘深层商业价值

打磨更受消费者青睐的文创产品，胡中炜
在此过程中积累了不少心得。在他看来，如今
全民文化意识逐渐提升，审美素养也在提高，
文创产品要想打开销路，就要避免产品同质
化，要更注重文化内核。在越来越多的海归开
始涉足文创产业的当下，胡中炜建议，要将创
业想法与本土特征相结合，切忌想当然。“国外
有一些先进的文创理念，但若直接照搬到国内
并不见得会有好的效果。海归要提前做好市场
调查，想好盈利模式，也得做好面对困难的心
理准备。”

信息爆炸的时代，新的文化内容与形式层
出不穷，也令一些传统文化在传承和推广方面
遭遇困境。胡中炜希望能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
到记录传统文化工艺的团队中来，讲述西安本
土的文化故事。

在武汉，李涛正与匠人们合力打造“悠悠
山房”共创品牌。“悠悠山房”是他们的愿景在
慢悠悠、乐悠悠的生活态度之下，挖掘中国传
统文化的价值，发挥艺术家与匠人身上的能
量，寻找其中的商业价值，把传统技法更好地
传递到大众面前。

而今，艺术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正日趋
生活化。“我们希望打造一个属于中国传统文化
的艺术乌托邦，让我们这些手工匠人也能拥有
一处心灵栖息地和后花园。”李涛说。

钱塘江畔,马可·波罗在旅行中曾将杭州称为
“世界上最美丽、最华贵的城市”，这“华贵天
城”，也是近年来海归净流入率最高的城市之一。

在杭州萧山区，其一揽子扶植海归创业的实
策吸引了许多留学归国的优质人才在这里施展抱
负，实现梦想。

在新冠疫情防控中，一些海归团队各展所
能，为抗疫贡献力量。“啄医生”就是其中之一。

浙江援助武汉医疗队在后来给“啄医生”的
感谢信中这样写道：医疗队有近千名医生，“啄
医生”就是他们的战友。每天可识别 1200万张影
像的“啄医生”，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彼时湖北阅
片医生不足的困境。

“啄医生”是毕业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
程国华带领 AI 团队研发的一款阅片机器人。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他与分散在全国各地的 76
名研发人员一道，加班加点升级人工智能算法
功能。仅一周多的时间，就联合上海人工智能
研究院共同上线“新冠肺炎影像云”，并免费
向所有医疗机构和政府部门开放。

“特殊时期，为抗疫贡献力量，海归责无旁
贷！”程国华话语中透着坚定。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癌症生物学博士吴劲梓创
办的歌礼生物也是如此。团队自主研发出的抗病
毒药物利托那韦复方片，后成为国家卫健委推荐
的新冠肺炎治疗药物之一。

近年来，萧山大规模引进人才，支持生物医
药、数字经济等海归企业融合发展，打造创新、
创业、创造高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萧山已集
聚起浙大杭州国际科创中心、北大信息技术高等
研究院、中乌航空航天研究院等名校名院平台，
也引进培育了如微医集团等一批生物及人工智能
技术融合的项目。

原生生物创始人曹哲厚毕业于英国帝国理工
大学。2018 年，凭借“干细胞与再生医学产业
化”项目，曹哲厚团队赢得了杭州海外高层次人
才创新创业大赛第三名。不久，萧山向他的团队
伸出橄榄枝，并给予了 1000万元的扶持资金，为
这家初创型公司奠定了发展基础。

去年 9 月，曹哲厚团队通过使用世界前沿生
物技术，成功在体外培养出带血管的器官，实
现了干细胞器官再造领域的重大突破。“将干细
胞作为原材料，在体外制造出人体细胞、组织和
器官，再用于细胞治疗和移植及各种科研与检
测，应用前景十分广阔。”对于未来，曹哲厚满
怀期待。

根据萧山区委人才办提供的数据显示，从萧
山引才计划启动以来，入选该计划的近千个项目
中，生物经济和人工智能类项目占一半以上。

近年来，萧山构建起“一窗、一网、一代
办”服务机制，研究出台“人才新政 25 条”，进
一步引导海归人才落地生根，在新经济领域展现
作为。

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地处燕山山脉东段，是全国著名的“山楂
之乡”，也是海归张静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

若是每年10月来到这里，挂满串串红果的山楂树分外好看。一颗
颗饱满的红果，似在预示着村民们的好日子，一定会一年胜过一年，
越过越有奔头。

今年疫情期间，张静团队克服经营困难，帮助父老乡亲共渡难
关，主动与种植户联系，解决果农产品滞销问题，以高于市场10%的价
格收购山楂300余吨。2月，张静还主动接下了驰援武汉的加急订单，
生产的红果面包作为捐赠物资送到了武汉雷神山医院等抗疫一线。

近年来，各种各样的文创产品不断涌现，展
示出强大的文化魅力，深受消费者欢迎。面对市
场需求，越来越多的海归创业者成立工作室，涉
足文创产业，深耕中国传统文化这片创业沃土，
打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创品牌。

留学所带来的跨文化交往经验、不同文化间
的交流与碰撞，赋予了海归面对传统文化时独特
的创造力，也让他们对蕴藏其中的文化魅力更为
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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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 （前排左三） 与山楂种植户在一起。张静 （前排左三） 与山楂种植户在一起。

张静在山楂产品生产车间。

李涛的工作室内，斫琴师正在工作。

插图来源：千库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