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0 海归创业 责编：孙亚慧 邮箱：hwbhgcy2018@126.com

2021年11月24日 星期三2021年11月24日 星期三

创 业 资 讯创 业 资 讯

乡村振兴中的海归力量(6)

种香蕉的“法宝”

“20年前我们天地人第一次开始创
业，2015 年登陆新三板的时候是二次
创业，如今咱们的第三次创业开始
了！”2019年，天地人成立20周年大会
上，徐咏梅这段话说得振奋人心。

时 间 倒 转 回 1999 年 。 当 时 ， 徐
咏梅在海南省临高县的一位朋友不幸
去世，徐咏梅动了恻隐之心，为了照
顾朋友妻儿的生活，原本做外贸生意
的她接手了朋友在临高的 50 亩龙眼
种植园。

徐咏梅刚接手果园时并不熟悉热
带水果的种植，第一年就亏了 20 多万
元。第二年，她把龙眼树砍掉，改种
香蕉。从土地的整理治理开始，土地
养护、土壤调节，边学边做。

虽说对农业还处于一知半解的阶
段，但徐咏梅凭借在外闯荡多年的经
验，敏锐地意识到：想要做成规模，
就得发展农业基础设施。

“大家都种香蕉，我们能够凭借什
么取胜？比我们有实力、有规模的大
有人在。我们只有埋头苦干、默默耕
耘。”她说。

为了养护土地，徐咏梅还做了件
当时不少人并不理解的事，她大量使
用有机肥来提高土壤质量，降低土壤
粘结度。但几年后，当徐咏梅的香蕉
树扛住了席卷而来的“蕉癌”的时
候，人们才理解了她的做法：这些疏
松肥沃、一翻就能看到蚯蚓的土壤，
正是她的制胜法宝。

“巴拿马病”俗称“枯萎病”，有
“蕉癌”之称，得了就没得治。引发

“枯萎病”的镰刀菌十分顽固，药杀不
灭、火烧不灭。

潜 心 研 究 后 ， 徐 咏 梅 与 团 队 认
为，改进土壤或许会成为突破口。“通
俗地讲，当土壤中存在大量有益菌，
就能够抵消镰刀菌的‘毒性’。想要对
抗‘枯萎病’，得靠‘防’，而不单靠

‘治’。”
防控“枯萎病”做得好，徐咏梅

的香蕉更是变得远近闻名。2014 年，
“枯萎病”在全球蔓延，听说在中国海
南有家企业控制“枯萎病”得当，美
国都乐公司菲律宾种植基地的负责人
来到海南，向徐咏梅取经。

望 着 基 地 里 郁 郁 葱 葱 的 香 蕉 叶
片，果穗饱满健康，远道而来的客人
伸出了大拇指。“‘如果不是自己今天
亲眼所见，我根本不相信一家这么小
的企业，能应对这样一个世界性难
题。’当时他的话把我们在场的人都逗
乐了，也确实让我们信心倍增。”徐咏
梅说。

转型种植凤梨

正 当 徐 咏 梅 团 队 高 歌 猛 进 的 时
候。2014年7月，17级台风威马逊让徐
咏梅的香蕉种植遭遇重创，这场几十
年不遇的台风毁掉了几千亩香蕉，有
的香蕉树甚至被连根拔起，给公司造
成了上千万元的损失。

痛 定 思 痛 ， 徐 咏 梅 决 定 更 换 赛
道 ，选择抗风险能力更强的种植品
种。她组织团队反复研讨论证，多次
到东南亚国家考察，最终决定改种
凤梨。

当时，在海南种菠萝的人多，种
凤梨的人少，原
因就在于凤梨对
土壤质量和种植
技术要求高，需
要 更 精 细 的 管
理。市面上的本
地凤梨并不多。

但 徐 咏 梅 看
中了凤梨背后更
大 的 发 展 前 景 ：
果品口感好、切
食方便，不必像
菠萝一样“挖黑
眼”，同时，它耐
贫 瘠 ， 抗 台 风 ，
具备较高的经济
价值。

2016 年，徐咏梅从台湾引进优良
种苗，在海南澄迈县福山镇试种了400
亩金钻凤梨。经过 18 个月的成长周期
后，凤梨果实香甜可口，得到了市场
的充分认可。

转型种凤梨一炮而红，徐咏梅决
定带动更多的农户一起干，提高村民
收入。

脱贫攻坚战中，徐咏梅与团队在
实践中探索出多种扶贫模式。产业精
准扶贫参与度高、激发贫困户内生动
力强，其做法被推广到海南省其他市
县。通过“土地入股+保底分红+务
工”的扶贫模式，村民们拿自家的土
地入股，人可以在徐咏梅公司打工，
年底还有分红。

打破“刻板印象”

2015 年 ， 天 地 人 成 功 登 陆 新 三
板，成为海南种植业第一个在资本市
场上市的企业。十几年的风雨创业
路，徐咏梅终于有了敲钟的机会。

她早已想好在仪式当天的穿着搭
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戴上自己中
意的首饰，用最好的状态来迎接这个
意义非凡的日子。

听闻她的穿着打算，身旁有顾问
不住地摇头。“你是做农业的，你要代
表农业的形象。”

“什么是农业的形象？我该怎么
穿？”徐咏梅不解地反问。

“你穿上田间作业的衣服，戴个斗

笠。”顾问认真地说。
徐咏梅不禁哑然。

“当时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大家一
谈起农业就是这样的印象。我就是想
向人们证明，我们新农人完全可以体
面、干净地做农业，不然怎么吸引更
多优秀的年轻人参与进来呢？”徐咏
梅说，那天她选了一条亮眼的连衣
裙，自信满满地参加了上市仪式。从
那天起，徐咏梅的创业之旅开启了新
的一页。

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天地人热带
水果产业扶贫项目累计实现分红 3015
万元，使7137户、31328名贫困人口实
现脱贫。徐咏梅也因此获得了“2020
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奉献奖”，天地人公
司则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的表彰。

创业 20 多年来，从最初的 50 亩，
到如今28000亩，徐咏梅带领创业团队
实现了一个又一个飞跃。而今，她在
临高建起了第一个热带水果种苗园、
建起了海南省第一批热带水果长廊共
享农庄。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
效接续乡村振兴，在临高县委县政
府的指导下，我们在临高 6 个乡镇开
发 10 万亩‘退蔗还凤 （凤梨） ’扶
贫接续项目，由企业 （20%）、村委会

（60%）、农户 （20%） 共同出资组成
‘热带水果专业合作社’。吸引更多农
户到合作社来，培养和激发他们的
内生动力和自我运营的能力。”徐咏
梅说。

“一枚小小的奇异果，通过现代农业技术种植和科学的管理经营，竟然能发展成
为产值过百亿元的世界名牌！”20多年前，还在新西兰学习和工作时，当地的奇异果
产业就让徐咏梅深受触动。那时的她，便萌生了以后要回国发展现代农业的念头。

从种植香蕉到金钻凤梨，如今，徐咏梅创办的海南天地人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已成为中国知名的水果生产商，她所探索出的“热带水果专业合作社+扶贫接续模
式”，也在持续为海南临高县的乡村振兴做出贡献。

“为什么说做农业很难？因为它需要创业者用一生的时间去经营事业。我们这一
生都要跟土地打交道，就得用一颗淳朴的心去保护它、养护它。土地不会辜负我们的
心意。”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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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流入一二线城市趋势更明显

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中国城市“95后”人才吸引力排
名：2021》中的相关数据显示，在“95后”求职者中，约
48%为跨城求职者，即现居住城市与简历投向城市不同。
其中，北京、深圳、上海位居前三，广州、杭州、南
京、成都、苏州、武汉、郑州位列前十，“95后”人才向
东部集聚的意向更明显，人才净流入占比为17.0%，明显
高于总体求职者的11.5%。

与求职者总体情况相比，“95后”对经济更为发达城
市及城市群的青睐更加明显。数据显示，一二线城市

“95后”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 10.2%、8.2%，远高于总
体求职者的3.5%、3.4%。与此同时，“95后”也更倾向集
聚于五大城市群，合计净流入占比为14.4%，高于总体求
职者的7.9%。

“从‘95后’人才吸引力排名情况来看，部分省会城
市较我们前期发布的总体人才吸引力排名有所提升，比
如，郑州、济南、西安、沈阳4城分别上升9、5、6、15
名。”李强同时提醒，三四线城市人才流出、人才分布不
均的情况加剧了结构性错配现状。“报告数据显示，‘95
后’人才流入三四线城市占比低于总体样本数据，流出
占比高于总体样本数据。这说明相对于总体人才而言，

‘95后’人才流出三四线城市的趋势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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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秋招正在进行中。随着“95后”逐渐
成为求职市场尤其是初次求职群体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在求职方面体现出的偏好引发行业关注。

“95 后”求职者的流动趋势和职业选择有哪
些新特点？智联招聘执行副总裁李强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地区来看，“95后”人才向
东部集聚的意向更明显，生长于经济高速增长时
代的“95后”更倾向于职业发展和享受生活二者
的平衡，选择就业城市时不仅关注薪资，还关注
创新环境和文娱产业发展情况。

根据产业结构特点选择就业城市

“回国后，我的首选是去上海或北京发展。”正在美
国波士顿大学本科三年级就读的刘雨告诉记者，一线城
市可以提供的机会和平台，是影响她就业选择的重要
因素。

李强表示，求职者可以依据地区产业优势，与自身
特长相结合来定向选择就业城市。“对于‘95后’求职者
来说，不必非要扎堆前往竞争激烈的一线城市，可以根
据城市产业结构特点，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城市。同
时，除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之外，还要关注城市文化软
实力、关注公共服务水平，综合考量这些因素。”

需要注意的是，“95后”作为职场新人，收入水平可
能与预想存在差距。对此李强建议，除薪资外，“95后”
求职者也要关注城市发展潜力等因素，避免盲目跳槽。

“数据显示，在‘95 后’流动人才中，月收入在 6000 元
以下的占比达 74.6%，高于总体的 58.3%。收入水平较低
会影响求职者对工作的满意度，也会降低其在城市中的
归属感，从而更倾向跨城求职。但实际上随着工作经验
的积累、工作技能的提高，涨薪只是时间问题。选好赛
道，静心锤炼，往往会在自己选定的岗位上发现更多潜
在可能性。”李强说。

从新西兰回国后，她来到海南创办现代农业公司，如今已发展成为全国知名的
水果生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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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济南电（记者陈灏） 记者日前从山东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今年以来，山东已向高校在校
生及毕业生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288笔、总额2.77亿元。

山东省人社厅副厅长夏鲁青介绍，今年山东省高
校毕业生突破 66 万人，总量创历史新高。截至 9 月
底，超过九成 2021 届高校毕业生落实毕业去向。非师
范类毕业生中，有 4.3 万人选择自由职业，近 8600 人实
现自主创业。

据介绍，山东省鼓励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商业可
持续原则，对大学生创业项目提供金融服务，最大限度
降低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本。今年以来，山东省共为高校
在校生、高校毕业生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288笔，发放创
业担保贷款2.77亿元。

山东省还认定省级大学生创业孵化平台 35家，给予
最高500万元奖补。目前，山东全省各级大学生创业孵化
平台超过190家，面向符合条件的在校生和毕业生免费开
放，提供专业化孵化服务。

新华社福州电 （记 者秦宏） 日
前，福建省首个“海归专家乡村振兴
服务中心和工作站”在龙岩市正式成
立。该平台将依托科研院所、高校、
企业，打造服务乡村振兴的海归专家
科技特派员骨干队伍。

“海归专家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和工
作站”由福建省乡村振兴促进会、福
建省乡村振兴基金会与福建省科技
厅、福建省欧美同学会等联合推动建

立。该平台将以归国留学生专家服务
团为抓手，以推动农村三产融合发展
为核心，发挥海归高端人才振兴乡村
的科技引领作用，推进农业农村科技
服务与特色产业发展；动员组织留学
人员发挥好“智囊团”作用，围绕乡
村振兴、绿色发展建言献策，为提升
福建省“三农”工作水平、推进乡村
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科
技支撑和人才保障。

新华社长春电 （记者
高楠） 今年以来，吉林省
长春市针对行政许可、行
政确认、行政给付等行政
事项提交的证明材料进行
全面清理并实行清单化管
理，不断优化办事创业和
营商环境，实现了“数据
跑”代替“群众跑”。

长春市司法局副局长
孙志彤介绍，该局已与长
春市政数局联合对 68 个部
门和单位的 2700 多项共享
事项进行审核把关，建立
资源共享平台，促进信息
互联互通，全力减免证明
材料，提升“互联网+政务
服务”水平，审批管理实
现了“数据跑”代替“群
众跑”。

孙志彤介绍，2019 年
以来，长春市累计取消了
262项证明事项，大幅降低
了 企 业 的 准 营 门 槛 和 成
本，有效缓解了企业和群
众“办证多”等急难愁盼

问题。通过全力减免证明
材料，企业和群众基本实
现了从“反复跑”到“不
用跑”。今年以来，长春市
已经梳理出证明事项 176
项，按照“减证便民”原
则，制定了保留、取消和
告知承诺证明事项清单，
做到清单之外无证明。

记者获悉，在“一网
通办”方面，长春市将建
立健全基本标准规范，整
合 信 息 数 据 来 源 ， 实 现

“一次采集、一库管理、多
方使用、即调即用”，尽快
向各级政务服务机构开放
端口、权限和共享数据，
加快实现“一平台、一张
网、一个库”。

此外，长春市还将打
通数据查询互认通道，实
现对自然人和企业身份核
验、纳税证明、不动产登
记、学位学历证明、资格
资质、社会保险等数据查
询的共享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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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亿元担保贷款
助力大学生创业

山 东

如今，徐咏梅带领团队还在发力建设热带水果种苗园，并已研发出火龙果迭
代品种“临家红韵”。图为徐咏梅 （左四） 与种植户在火龙果新品种展示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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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咏梅在检查凤梨生长情况。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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