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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山城的崇山峻岭间，莹白的
云雾浮动在乡间林路上，烟雨迷蒙，
满眼青翠。这里是地处浙闽两省交
界地带的庆元县。曾经，“深僻幽
阻，舟车不通”成为山城发展的瓶
颈，也成为人才引进的一大难点。

如何让人才走进山区小城，为
乡企“输血”、为民生“供氧”，实现山
区县高质量发展？本着“不为我所
有，但为我所用”的用人理念，庆元
自2017年起打造柔性引才政策，广
泛吸纳与当地发展密切关联领域的

“星期天工程师”。
“去年，在原有基础上，我们启动

了‘星期天工程师’柔性引才升级
版。”庆元县委组织部人才科科长吴
瑶斌介绍道。2021 年 5 月起，结合
不同领域和层次的引才需求，庆元县
组合推出“星期天设计师”“星期天规
划师”“星期天工程师”三大品牌，突
破了以往“星期天工程师”单一服务、
单线作战、单打独斗的局面，这种“组
团式”柔性引才模式实现引才数量

“指数增长”，服务能力“指数提升”。
柔性引才升级版实行一年来，

给山城带来了哪些变化？近日，跟
随“三师”的脚步，我们翻山越岭，见
证他们的“双城记”。

“星期天工程师”有了升级版，他们为庆元带来哪些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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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灵龙吗？”
“今年天气冷得奇怪，都快六月

了还起霜冻，这些秧苗可怎么办？”
天空下起小雨，岭头乡千钟粟农业
专业合作社社长黄立高撑着一把
伞，看着地里还没移栽的龙爪粟犯
了难，随即拿起手机拨给了远在杭
州的“星期天工程师”朱灵龙，受到
疫情影响，朱灵龙没能在周末来到
庆元。

“黄伯伯，你不要急，地里还没
长好的秧苗薄膜先别掀，等过两天
天气好点了你再掀掉。”电话那头
的声音年轻温和，细心和黄立高交
代着种植事宜，“今年这个天气情
况估计移栽要晚个十天了，您再等
等。”

和朱灵龙一样的“星期天工程
师”们，主要聚焦庆元食用菌等三大
传统产业，生物科技和大健康两大
新兴产业，以及林下经济、特色农业
两大特色产业。复活并推广龙爪粟
这一庆元传统作物，便是朱灵龙的
项目工作。

踏过泥泞的乡间小路，龙爪粟
基地藏在村庄深处。眼前六七块方
方正正的土地上长满了嫩绿的秧
苗，在雨水的滋润下显得生机盎
然。黄立高带我们顺着田埂继续向
里走去，一大片开阔的土地，最里面
插着一块“龙爪粟产加销一体化集
成生产与示范项目”的招牌。

作为庆元县地方特色杂粮作
物，龙爪粟具有百年以上的种植历
史。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品质的
提高，这种粗粮在淡出人们视线多
年后，再次受到欢迎。

“龙爪粟又耐旱又耐涝，也不用
多少肥料，自己就长起来了。”黄立
高今年 74 岁，仍精神矍铄，说起龙
爪粟就刹不住车。不过，在种了几
年以后，黄立高发现龙爪粟出现了
空瘪率提高、成熟期不一致等问题，
影响了龙爪粟产量和土地利用效
率，面对技术难题一筹莫展。

依托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作物与
核技术利用研究所，朱灵龙带领团
队成员充分发挥了科研、学术方面

的专业优势，以项目合作为基点，抓
起了龙爪粟生产的方方面面。

这也是本次“星期天工程师”升
级后的另一亮点，开展“组团式”柔
性引才模式。注重柔性引进其本人
的同时一并带入团队，改变了以往

“星期天工程师”单一服务、单线作
战、单打独斗的“三单”局面，充分挖
掘“三师”的资源和人脉，实现引才
数量“指数增长”，服务能力“指数提
升”。

“一颗种子的好坏，是可以决定
一项作物种植推广乃甚至品种存亡
的。”朱灵龙说，“农科院和我们研究
所对龙爪粟提纯复种非常重视，包
括推广产加销一体化集成生产，这
些都是黄伯伯和我们团队所有人共
同努力的结果。”透过电话，朱灵龙
耐心地回答着我们的问题。通过对
地方龙爪粟品种进行提纯复壮，朱
灵龙和团队培育出早熟、矮秆优良
品种“龙粟1号”。

走到一株残留的龙爪粟秸秆
前，黄立高冲我比划起来，“改良之
前成熟了要长到胸这里，现在只到
腰，抗倒伏能力高了不少，种起来更
省心！”

“目前我们还在撰写关于《庆元
县龙爪粟新品种与新技术升级》的
方案，并和技术团队开展龙爪粟品
种认定工作，预计下半年能完成。”
针对龙爪粟种植过程中存在的品种
混杂、退化以及传统栽培技术落后
等问题，朱灵龙和团队正在完善解
决方案。

回到合作社，黄立高扛出一包
龙爪粟来，细细密密的红色籽粒在
袋中滚动，“我自己种了 200 多亩，
现在辐射到整个县，大家都来拿提
纯过的‘龙粟1号’种子回去种。”

2022 年，庆元、龙泉等地的农
户和基地到千钟粟合作社陆续买走
1000 余 斤 种 子 ，预 计 能 种 植
3000-4000 亩地。这个差点
湮没在庆元深山里的优秀传
统作物，在黄立高和朱灵
龙等人的努力下，正
重新焕发生机。

“嘟嘟”——百山祖脚下，一辆
棕色越野车向我们驶来，“会晕车
吗？山路很绕的哦！”车里的“星期
天规划师”吴学通带个黑框眼镜，皮
肤晒得黝黑，冲我们笑道。驶过百
山祖国家公园，继续向上转过数不
尽的弯后，吴学通在一片水田旁停
下了车。

作为“星期天规划师”，他的工
作主要聚焦乡村振兴，包含乡村产
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各个方
面。

“老吴，你的田螺地垦得怎么样
了?”一下车，我们就遇上了三堆村
的家庭农场主吴志鹏，刚从田螺地
里出来的吴志鹏还穿着下水裤，满
脸笑意对吴学通说：“好得很，马上
就能养下去了，多亏你这个军师！”

“这边都是刚复垦出来的荒地，
今年预计能恢复 600 多亩，村民们
都愿意听我的，把稻螺共生、菜粮轮
作应用到这些新开的地里去。”顺着
吴学通手指的方向，几台小型挖掘
机刚刚停下工作，几层规整的小梯
田已经初见雏形。

成为规划师的这一年，吴学
通协助百山祖镇开展弃耕闲置农
田修复工作，并依靠创业公司引
进生态友好型创新种植模式，帮
助 实 现 产 业 发 展 弯 道 超 车 。“ 走
吧 ，带 你 们 去 我 自 己 的 地 里 看
看。”吴学通带我们继续往山上开
去。

“我毕业以后在互联网大厂当
了两年码农，积累了人脉以后回丽
水开了一个软件公司。”同其他“星
期天工程师”不一样，吴学通是土生
土长的庆元人，就在三堆村长大，

“疫情刚来那会儿，我在村里待了三
四个月，脑子一热就想创业做农
业。”停稳车子，我们跟着吴学通走
进田间。

“星期天工程师”品牌升级后，
在柔性引进基础性、产业性人才的
基础上，突出强调引进“转型升级”

“示范引领”等具有带动效应的人才
团队，包括“创业型”、“创新型”和

“专业型”人才等，推动当地产业迭

代升级。
吴学通便是带资金、带项目、带

技术来庆元领办、创办企业的“创业
型”人才，他在百山祖镇创办起浙江
慧果农业科技公司，引入资金达
800万元，推动当地农业转型升级。

从杭州，到丽水，再到庆元，吴
学通说自己“把路走窄了”，但他的
梦想却在不断扩大。

“我的大脑里描绘了一幅特别
美好的蓝图，智慧大棚、无人种植技
术全部引进来，帮助农户扩大产能，
再借助公司的电商优势把货源整合
起来卖出去。”谈到自己的理想，眼
前的年轻人充满憧憬。

付诸实践时，吴学通才发现前
路并不顺畅。因为村中中老年农户
对智能化产品的接纳率低，他的高
科技农业梦好像一下就破碎了，“他
们不敢试错，我就来做那个吃螃蟹
的人。”

雨后，清新湿润的空气弥漫在
群山间，我们来到了吴学通的高山
四季豆高产栽培示范基地。层叠的
梯田上刚移栽下今年的四季豆，蜿
蜒的铁质运输轨道攀山而上，直到
消失在视野里。

“这条田间运输轨道就是我成
功的第一步。”吴学通走到一台停在
田里的运输车旁，颇为自豪地说，

“高山运输靠人力效率低，不少种植
高山锥栗的农户看到我成功以后也
学着去做。”目前，三堆村周边主要
锥栗及高山蔬菜基地已安装田间单
轨运输车6000余米。

说话间，吴学通在一旁倒腾起
他的微型农机来，“之前也试过引进
全自动耕田机，但是不适合我们的
高山地形。”吴学通转而把目光投向
新型微耕机这样的小机械上，“最开
始还是有点挫败感的，但是现在我
也学会转变思路了，做些微创新，大
家看了也乐意应用起来。”

每周，吴学通穿梭在庆元县城
和三堆村间，来回三个小时的山
路 从 未 绕 晕 这 个 满 腔 热 血 的 青
年，小山村的未来正由他一笔笔
规划着。

从杭州浙大二院解放路院区赶
到庆元县人民医院，440公里路途，
高铁转汽车需要四个多小时。

周日凌晨，我们在县人民医院门
口见到了浙大二院肝胆胰外科主任
医师、“星期天设计师”朱锦辉。“白天
杭州那边临时有其他工作安排，只能
改签到晚上八点十分的高铁过来。”
似是习惯了步履不停，朱锦辉推了一
下鼻梁上的眼镜，敲了敲有些酸痛的
后腰，匆匆和我们打过招呼以后，便
同一旁的对接医生吴炉忠商量起第
二天的看诊和手术。

“我晚上一般就住医院的专家
楼，比起酒店路上花的时间能少
点。”朱锦辉往院区走去，回头向我
们解释道。凌晨 1 时，小县城一片
寂静，朱锦辉缓步走进住处，脚步声
在夜色中被无限放大，灯光拉长了
他有些疲惫的背影。

周日早上 7 时 40 分，“在食堂
吃饭了，很快可以去病房。”朱锦辉
给普外科副主任医师吴炉忠发来一
条微信。“有一个老病人，上周就打
电话问什么时候能过来复诊。”吴炉
忠低头回复着微信，“趁着术前准备
的间隙，朱主任会来门诊看一下。”

围绕教育、医疗等城市基础设施，
“星期天设计师”的工作聚焦美丽城市
建设，为县城基建提供“设计方案”。

“我选择成为‘星期天设计师’
寄托了自己的初衷，希望不只能在
诊疗和手术技术上给当地一些指
导，而且要给他们提供一份宏观的
学科设计改造方案，比如亚专业的
分科、多学科讨论机制等。”朱锦辉
来之前，庆元县人民医院只有一门
大外科，“只有一门大的外科对医院
和医生的发展都是不利的，所以我
来了以后对外科进行了亚专业细
分，分成肝胆胃肠外科、泌尿外科和
甲乳外科等。”为了帮助突破外科关
键诊疗技术瓶颈，朱锦辉为人民医
院提供了一份“外科设计方案”。

“今天一共四台手术，两台全腹
腔镜下胃癌根治术，时间会比较
久。”看完两个病人，朱锦辉起身带

我们穿过门诊大楼前往院区病房的
手术室，这里也是他在庆元的周末
待得最久的地方。

紧盯着监视器里采集到的内部影
像，朱锦辉有条不紊地寻找病灶进行
手术，不时和一旁的医生介绍着手术
技巧。手术的这套设备也是他作为

“星期天设计师”的成果，“相比纤维胆
道镜，这套电子胆道镜更清晰，能满足
大部分手术要求，”结束一台近两个小
时的手术，朱锦辉的精神反而更好了
些，“边做边教更直观，让他们规范使
用器械的同时掌握手术技术。”

结束手术已是下午五时，除了
午休，朱锦辉已经连轴转了近 8 个
小时。“最近还有什么疑难病例，要
不要开个会和大家讨论一下？”闲不
住的朱锦辉又跑到病房去转了一
圈，仔细询问着吴炉忠。“我在这里
建立的多学科讨论机制已经比较成
熟了，大家有需要就立马凑到一起，
通过学科协作，制定出更合理的治
疗方案。”一次次讨论学习中，医院
整体的医疗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充分运用“三师”资源，搭建创新
平台，带动庆元当地的人才培养，是
本次“星期天工程师”升级的一大目
标。借助浙大二院的优势资源，朱锦
辉帮助庆元县人民医院卫生专业技
术人员搭建了理论与实践基地平台。

2021 年，庆元县人民医院共赴
浙大二院进修 5 人、短期培训 4 人、
柔性学习 8 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 6 人。2022 年赴浙大二院学习，
获得美国心脏协会颁发的基层生命
支持（BLS）导师证8人。

夜幕降临，朱锦辉作为“星期天设
计师”的一天也迎来尾声，“谈不上累，
我一个人的奔波能让更多的病人在家
门口看上病，这是很值得的。”站在门
口，朱锦辉仰头凝视着院区朴素的外
墙，盏盏灯光透过窗户，格外温暖。

“等把这里的工作完善好，把徒
弟带出来，我再去下一站。”披星而
来,踏月而归，晚上六时，朱锦辉坐
车前往丽水，搭上了晚上九时回杭
州的末班高铁。

披星而来踏月而归
依托优质资源建立人才优势

朱锦辉在门诊为病人看诊。 受访者供图

“组团式”柔性引才
助力传统作物的复活与生长

“组团式”柔性引才
助力传统作物的复活与生长

俞碧寅

大厂码农回家“种地”
注入资金技术推动产业升级

吴学通（右三）同村民们介绍自己引入的机械产品。受访者供图

记者（右）在岭头乡同黄立高（中）观察龙爪粟秧苗长势。 拍友 吴丽珍 摄

百山祖镇三堆村百山祖镇三堆村

6 月 12 日，杭州市余杭区 2022
年“禹上稻乡”插秧节活动正式启动，
以一系列特色举措迸发“共同富裕”
新动能，描绘“共同富裕”新图景。

“禹上稻乡”项目涵盖余杭区永
安、溪塔等 8 个村 71.8 平方公里区
域。近年来，余杭街道深耕苕溪以
北近 3 万亩的永久性农田保护区，
通过大规模流转、良种良法和数智
化管理，推动“禹上稻乡”农文旅融
合发展，为永久性农田保护区实现
乡村振兴开辟了一条新“稻”路。

“禹上稻乡”项目里的 8 个村有
着各自的特色农产品，故名“出类八
萃”。在启动仪式上，“出类八萃”农
产品通过“禹上稻乡”小程序正式上
架销售。余杭街道此次还发布了

“稻田研学”系列活动，禹上稻乡隆
重推出IP形象“米多多”。

未来乡村美如画，别样风情惹
人醉。在活动现场，发布了共富项
目，以“未来乡村”之笔描绘禹上发
展壮美图景。据介绍，余杭街道未
来乡村示范带包含“禹上稻乡”腹地
的永安、溪塔、下陡门、洪桐4个村，
围绕“147”建设清单，探索基本农
田保护区的共富之路。

推进乡村振兴，人才是基本保

障。余杭街道为乡村发展凝聚智慧
力量，坚持党建引领，通过校地合
作，充分利用高校资源，为乡村发展
和振兴汇聚人才资源。在启动仪式
上，余杭街道党工委与杭州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阿里巴巴商学院、文化创
意与传媒学院等 3 个学院党委分别
建立党建联盟校地合作关系，合力共
促未来乡村和未来社区建设。

值得一提的是，“创意享禹上”
之走进禹上稻乡微创意大赛同步正

式启动，大赛共设置发布四大赛道
揭榜赛马，活动现场，“场景我来造”

“视频我来拍”“产品我来销”“运营
我来谋”由浙江相关高校正式揭
榜。此外，余杭区大学生实训（社会
实践）基地也落地禹上稻乡，将吸引
更多优秀大学生就业创业。

余杭街道相关负责人说：“对成
功揭榜禹上稻乡微创意大赛的项
目，街道将结合相关政策，从人才服
务、项目落地、产业发展、金融对接

等方面给予最大支持，为人才创新
创业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服务。”

除了省内高校人才外，余杭街
道还将加大港澳人才集聚力度。在
去年浙江港澳青年人才服务中心落
地余杭的基础上，这次在禹上稻乡
设立浙江省港澳青年创意基地，致
力深耕乡村田园、创意稻乡未来。
基地将积极推动港澳人才在禹上稻
乡创意设计，留下乐农生活记忆、助
农创意场景。

插下嫩绿的秧苗，迎来秋收的
希望。余杭街道插秧节的一株株

“小秧苗”托举起禹上稻乡的共富
梦、农民致富梦、农村发展梦、人才
创业梦，热情与梦想正在稻乡绽放。

秧起禹上 聚力共创未来

“小秧苗”托起禹上稻乡人才创业梦
周 静

·资 讯·
2022年“禹上稻乡”插秧节启动仪式

（图片由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