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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基层 话增收

本报莲都11月10日电
见习记者 金春华
通讯员 吴立库 林慧

“这朵皇菊花盘直径 6 厘米，
属于特级品，市场价 60 元一朵。”
在丽水莲都区叶平头村，一群游
客在村里的观景长廊上，争相观
看老村长王小荣手中一朵金灿灿
的皇菊。长廊外，210 亩皇菊盛开
在层层叠叠的梯田中，把村子围
在金色花海里。

叶平头村坐落于莲都东北山
区一个小山头上，全村 68 户 142
人。2010 年旧村改造，用了两年
时间，把原来破败不堪的泥墙石
壁改成了一幢幢宽敞整齐的三层
排屋。“我们村山高路远，经济不
富裕。当时旧村改造势在必行，
但是改完后一时没有产业支持，
每户人家都或多或少欠了债。新
房建起来后，很多村民不得不跑
到外地去打工。当时村里只剩下
三十几号人了。”为了说服大家建
新村，王小荣带头拆掉了自家的
老屋。

这种窘境，也让联村干部、
时任莲都区区委副书记的谷江
南倍感压力，四处寻找可以让叶
平头村致富的路子。一次偶然
的机会，谷江南碰到了江西省林
业科学院教授周世华。周世华
一直从事野生皇菊的驯化改良
研究，在江西各地已经指导种植
了不少皇菊。王小荣清楚记得
周世华来到叶平头村地头的情
形：“周教授走到我们的田里，抓
了一把泥土，放到嘴里仔细尝了
尝。”就是这一尝，尝出了叶平头
村的新天地。

“皇菊对种植环境要求很高，
叶平头村的田地几乎没有污染，

很符合种植条件。”丽水市轩德皇
菊开发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金关根
介绍说。这个公司就是当时为了
皇菊的销售而建立的。2013 年 1
月，公司从江西购买了 40 多万元
的种苗。当年11月，皇菊盛开，引
种成功。拿到农业部杭州检测中
心检测，四项检验指标都比江西
的同类产品要高；其中，总黄酮比
江西的产品高两个百分点，维生
素 E 更是高出了 10 个百分点。叶
平头的皇菊一下子种出了名声。

为了保证品质，叶平头种皇
菊用的是传统耕作的方式。每年
开春，农民把耕牛牵出去犁地；深
秋收获季，农妇手提篮筐，穿梭在
一朵朵盛开的皇菊中。今年72岁
的付阿姨正把一满篮皇菊倒进一

个大筐里。“我们每天早上 7 时到
地里摘花，晚上5时收工。中午在
自己家里吃饭，休息会。”她边说
边把帽子拿下来重新整理后戴
上，“这个帽子后面有个网兜，把
头兜住，就不会有头发掉到花里
面去了。”

58 岁的王美华和老伴都在公
司里干活：“我们家有4亩地，原来
就是种种蔬菜。现在把地流转给
了公司，一亩地每年有五六百元
租金。我们两夫妻每年工资大概
有三四万元。原来建房子欠下了
10 万元的债，现在基本还清了。”
这个原本空荡荡的村子已经有
100 多人返乡。公司去年开出的
人工工资就达 60 多万元。男工
60 岁以上每天工资 115 元，60 岁

以下每天 125 元；女工分别是 85
元和95元。工人中年纪最大的要
数 84 岁的付春花，老人家行走不
太方便，就在烘焙房烧烧火，一个
月也能拿两三千元。

“芳菊开林耀”，叶平头百亩
皇菊盛开的美景吸引了众多游
客，村里一年中开了 3 家农家乐。
陈爱平夫妇原来在外地开早餐
店，今年7月回来把自家新房改成
了农家乐，几天前刚刚开张，就迎
来了 4 桌客人。忙着招呼客人的
陈爱平笑着说：“原来做早餐，早
上三点钟就要起来。现在在自己
家里做农家乐，没有客人时还可
以去公司里打工，舒服多了。村
子现在发展起来，我们一定能赚
到钱。”

莲都叶平头村村民回乡发展皇菊产业

朵朵“金花”催人归

皇菊环绕的叶平头村。 金春华 摄

本报云和11月10日电
县委报道组 夏达旦 郑琳健
记者 聂伟霞

人在岸边悠闲走，鱼在溪里欢
畅游。在云和县城繁华的新华街
旁，有一条小溪穿城而过。这条溪
名叫黄溪。连绵两公里清澈的溪流
里，成群结队的彩鲤游来游去，追逐
嬉戏。这番美丽景象是云和群众十
年护鱼护出的“画面”。

岸边，77 岁的居民柳方和一边
悠闲地散步，一边端详溪里的鱼
儿。地处城市中心的河道养着这么
多的鱼，就没有人来钓鱼、偷鱼吗？
对于记者的疑问，柳方和说：“全城
群众人人都是‘护鱼员’，一条鱼都
不会少。”

早在十年前，云和县就启动对
城市河道黄溪的整治工程，先后投
入 1000 多万元，完成了清淤、固堤
以及修建拦水河坝等工程，让过去
脏乱臭的“龙须沟”变成了清水河
道。

水清了，如何成景？县水利部
门在 2005 年就向河道投放了两万
尾鱼苗，而后每年都投放。到现在，
已经有4万多条彩鲤。

瓯江彩鲤特别好看，刚投放时，
黄溪河道里常常出现偷鱼甚至毒鱼
的现象。为了让投放的鱼苗能活下
来，县水利部门聘请了专职“护鱼监
督员”，白天到沿岸居民家中上门宣
传，晚上通宵达旦值班巡查。

家住黄溪边的刘最新，就是当
初被聘请的“护鱼监督员”之一。他
说，白天没人敢钓鱼、抓鱼，但半夜
就难以防范了，他们几个队员往往
要巡查到凌晨三四时，直到路面人
流增多时才回家睡觉。

经过日复一日的精心护鱼，沿
岸的群众也自觉加入到了监督行
列中来。随着岸边群众的加入，反
而逐渐让刘最新他们这几位专业
的监督员“下岗”了。“因为大家站
在窗前、坐在门口，都能将黄溪里
的一举一动看清楚。”刘最新笑着
说，首先，附近的居民形成了自觉

护鱼的习惯，其次，钓鱼、偷鱼者面
临“全民皆兵”的防范，很少有人以
身试法了。

但是，解除了钓鱼偷鱼的警报，
黄溪里的几万条彩鲤有时也会面临
突发的灾难。

去年6月2日一大早，黄溪里的
彩鲤一条条翻白肚，争先恐后地蹿
出水面。“鱼儿中毒了，是不是有人
毒鱼？”大家一边打电话给水利部门
和公安部门报警，一边自发地从家
里拿出脸盆、水桶，装满干净的自来
水，下到河道小心翼翼地把鱼儿抢
救上岸。一传十，十传百，新华街边
的 100 多户居民，全部加入抢救彩
鲤的队伍。

云和县水利和环保部门经过
排查，最终发现是上游一家企业的
夜间偷排污水造成鱼儿“中毒”，环
保部门当即对企业作出了严厉处
罚。

等黄溪水恢复往日的清澈洁净
后，居民们才将鱼儿从家中搬出来，
一条条地重新放回黄溪中。数万条
鲤鱼，因为居民们的爱心抢救行动，
躲过了一次灾难。

“从捕鱼到救鱼、养鱼，这样感
人的故事在这条河还有很多。”县水
利局渔政科科长施春福，最早提出
在黄溪放养彩鲤的建议，并精心守
护这条河道近 10 年。他说，沿岸居
民乃至全城百姓都成了义务护鱼
员，从 10 年前投放时不到 5 克的鱼
苗，到现在最大的彩鲤已经有 10 多
公斤。这背后，凝聚着沿河群众的
护鱼汗水和心血。

今年 73 岁的居民梁志文，特别
喜欢钓鱼、捕鱼，曾在黄溪上长期垂
钓。自从黄溪开始放养彩鲤后，他
主动收了网，还加入了护鱼队伍。
每天，他和老伴端出剩菜剩饭，按时
到溪边喂鱼，还主动向过往群众宣
传养鱼的益处。

在黄溪的边上，有好几家单位，
其中县人民医院的人流量最大。许
多小孩子在医院打点滴时，都被家
长们带到溪边观赏游动的彩鲤，孩
子们也因此不哭闹了。

十年治水清淤，人人自觉护鱼

云和黄溪 水清鱼欢

2014浙江·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项目合作大会圆满落幕

杭州：汇聚海外英才 共筑梦想天堂
文\戴睿云 蔡呈曦 张一持

“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海外留
学的精英们，想回来，请马上回来，这
里有大把的机会。”在 2014浙江·杭
州国际人才交流与项目合作大会上，
成功创业的海归代表、聚光科技（杭
州）有限公司CEO姚纳新向参会海外
人才发出诚挚的邀请。

11 月 5 日至 7 日，2014 浙江·杭
州国际人才交流与项目合作大会在
杭州隆重举行。500 余位海归携近
700个项目赴会。杭州各区、县（市）、
各留创园以及宁波、丽水等我省其他
地市，立足当地的产业特色协同办
会，推出各品牌项目；风投机构纷至
沓来，与海外人才、项目广泛对接。

本次大会特别围绕“五水共治”、
“信息经济”、“智慧经济”、“机器换
人”、“文化创意”等我省重点发展的领
域，开展项目前期征集和对接，并取得
丰硕成果。会上，杭州市有 168个项
目进行了现场签约，签约额达16.5亿
元，其中，大部分项目与“信息经济”相
关联；省内其他十地市共达成合作意
向57个，当场签约8个。更多项目在
会后持续开展洽谈、交流、合作。

连续成功举办六届的浙江·杭州国
际人才交流与项目合作大会，已成为我
省及杭州市的引才“金名片”。坚定不
移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大力发展信息
经济和智慧经济的杭州，已成为海外高
层次人才创新创业的梦想天堂。

由美国海归张靖博士带来
的轮廓建筑工艺 3D 建筑打印技
术，可以直接打印别墅，7 天后就
可拎包入住——临安“绿色硅
谷”青山湖科技城人才峰会上，
由海归带来的 3D 建筑打印等 5
大重要新技术、新材料项目签约
落户；

兑现 2580 万元的人才奖励
和企业启动资金，与浙江华麦网
络技术公司、青枫桦环境工程技
术公司、杭州博生医药公司等 6
家企业签约——余杭未来科技
城（海创园）推介会上，一流的人
才、项目又一次感受到当地一流
的创业环境；

对接项目 405 个，已签约项
目 23 个，初步达成合作意向项目
60 个——萧山区资智合作对接
会上，250 多位海外高层次留学
人才与萧山的部分民营企业家、
风投机构、区内各级平台和科创
园面对面交流洽谈，成效明显；

树立了海归创业品牌的杭州
高新区（滨江），在本次大会上收
获颇丰：截至目前，该区已与 28

个项目签约，签约总金额1.2亿元
人民币，另与 80 个项目达成了合
作意向，正在进一步洽谈⋯⋯

这些都是杭州国际人才交
流与项目合作大会的分会场。
主会场的对接之后，紧接着就是
有针对性的分会场对接，成为各
区、县（市）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
与项目的重要抓手。

已成功举办六届的杭州国际
人才交流与项目合作大会，全面
建立了省、市、县、园区四级联动
机制，扩大了大会的辐射效应；同
时推动海外人才与活跃的本地资
本对接，注重实效。除了临安、余
杭、萧山分会场、高新区（滨江）的
硅谷精英沙龙外，大会还设置了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相约东
部人才港”创新创业推介会、“紫
金创新·情系西湖”海外人才创新
创业大会、“相约运河·智慧拱墅”
海外高层次人才对接会等分布杭
州各区县、全省各地市的分会场，
让海归们体验到了全省浓厚的创
新创业氛围。

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项目

合作大会，已成为杭州乃至全省
吸引海外人才的重要平台。从
前 5 届的大会绩效来看，累计邀
请 2186 名海外高层次人才，携带
洽谈项目 2409 个，达成初步合作
意向 2051 个，其中杭州市累计引
进人才 600 多名，签约项目 404
个，签约金额达 66.35 亿元，其中
落地项目 260 个，总投资逾 49 亿
元。

四级联动 城乡共揽天下英才

今年的大会上，从新西兰留
学回国来到杭州创业的宋星被
授予杭州“521”人才。去年的大
会上，宋星带着为残疾人开发的
智能可穿戴设备项目试着回来

“闯荡”，立即被高新区（滨江）看
中。今年 3 月，宋星正式落户高
新区（滨江），注册了公司，还享
受了免费的办公场地以及政府
的创业扶持资金、创业辅导。“我
不是浙江人，在这里却找到了家
一样的感觉。政府不给你添麻
烦，只帮你解决问题。现在我还
入选了‘521’人才，在这里创业
感觉很棒。”宋星说。

近年来，杭州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海外人才工作，牢固树
立“海外人才是第一资源中的宝
贵资源”的理念，大力实施城市
国际化战略和人才强市战略，营
造“敢为人先、敢冒风险、敢创一
流、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吸引
和集聚了 7500 余名海外留学人
员来杭创业发展，其中该市自主
申报入选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共 67 名、省“千人计划”专家 202
名（均不含在杭省部属单位），入
选人数居全国 15 个副省级城市
前列、全省10个地市首位。

截至2013年底，全市留学人
员累计创办企业1087家，企业总
投资 139 亿元人民币，2013 年实
现技工贸总收入 230 亿元人民
币，涌现出了以贝达药业、聚光
科技、英飞特电子等为代表的一
批留学人员创办的高科技企业，
有力地推动了杭州转型升级、科
学发展。

完善的政策体系，为海归创
业提供了一流的环境。大力实
施全球引才“521”计划、国外智

力“115”计划等项目，吸引海外
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和团队落
地杭州。以“521”计划为例，入
选该计划人员可享受 100 万~
500 万元的项目资助资金，提供
两年期最高500万元的信用担保
贷款等。前三批“521”计划评选
工作，共收到申报材料 500 多
份。经过评审，111 人入选创业
创新人才，11 个团队入选创业创
新团队。

自2001年《关于进一步鼓励
出国留学人员来杭创业的若干
意见》（杭政[2001]17 号）发布以
来，杭州还先后出台了《高层次
留学回国人员（团队）在杭创业
创新项目资助实施办法》、《杭州
市高层次人才住房保障实施意
见》等一系列政策，从落户、工
龄、住房、社保、子女入学、出入
境管理到工商注册、技术成果作
价、创业资助、专利申请、税收等
20 多个方面为留学人员来杭创
新创业提供优惠政策保障，解除
人才后顾之忧。

建 设 培 育 留 学 人 员 创 业
园，为留创企业发展、海外人才
集聚提供了重要的平台。该市
现有留学人员创业园 10 家，致
力于推动和指导各留创园完善
政策体系，加大软硬件建设，提
升 园 区 服 务 功 能 。 高 新 区 的

“5050”计划，江干区的“百人”
计划、上城区的“1211”计划、西
湖区的“325”引才计划、拱墅区
的“5100”引智计划、富阳市的

“5110”海外引才计划，在海外
留学人员中引起很大反响，形
成了良好的引才氛围，增强了
杭州对海外人才的吸引和集聚
能力。

一流环境 助力海归创业创新

·资 讯·

海外社团项目集中亮相

合作洽谈现场

“国千人才”项目展示

新一批入选“521”计划人才在大会开幕式上接受证书

绿色硅谷青山湖科技城人才峰会

高新区（滨江）分会场的硅谷精英沙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