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人物2023年12月6日
责编：张寅 邮箱：hxrcbzy@126.com

《海峡人才
报》创办于 1989
年 5 月，由中共
福建省委人才办
指导，中国海峡
人才市场主管主
办，是福建人才
工作专业报。

《海峡人才
报》对开版面，彩
色印刷，逢周三出
版，邮发代号：
33-37，扫“中国
邮政微邮局”微信
公众号二维码、
《海峡人才报》“一
键订阅”二维码订
阅。客户订阅电
话：11185；中国
邮政报刊在线订
阅 网 址 ：
BK.11185.CN；
合作服务电话：
010-68859199；
报纸发行热线：
0591-88208267。

扫码订阅《海峡人才报》

海

峡

人

才

报

福
建
人
才
工
作
专
业
报

海峡人才报打击
新闻敲诈和假新
闻专项行动投诉
举 报 电 话 ：
0591-87383104
福建省新闻出版
局打击新闻敲诈
和假新闻专项行
动投诉举报电话：
0591-87558447出版：福建省海峡人才报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福州软件园F区7号楼10层 联系方式：0591-87383104 印刷：福建报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福州金山金榕北路52号 全年定价：28.20元

《海峡人才
报》服务全省人
才开发，服务人
才职业发展，面
向全省人才人社
工作者、人力资
源工作者、各级
各类高层次人才
和创业创新人
才、大中专院校
就业指导老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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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档案：罗锋平，清流县乡野古坊农林发
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曾获文化和旅游部“2019年
度乡村文化和旅游能人支持项目”、三明市农村
青年致富带头人、清流县乡村人才振兴农村产业
发展带头人等荣誉。

2011年，18岁的罗锋平满腔热血跟随老乡到
南非打工。做寿司、卖有机菜，国外每个月丰厚
的收入让每天只能睡 4小时的他感到十分满足，
在其不懈努力下，他开起了自己的大型服装店，
每月营业额达数万元。然而，2014年，罗锋平却
毅然决然回到家乡——三明市清流县林畲镇，流
转了 20 亩地种植樱花，打开了返乡创业的新
篇章。

坚守初心 返乡种植苗木

本着“致富需要带头人，我先试，再推广”的
理念，罗锋平在家乡创业，每走一步都计划详细。

先在本地试栽和培育各种花木，寻找更适合
本地生产的品种。同时，他有意引导和培养当地

苗木种植管理人员，为以后推广种植作好准备。
但隔行如隔山，由于缺乏经验，引种的 20亩云南
樱花，经不起持续低温霜冻天气，全部全株死亡。

“搞种植一定要懂技术，否则失败是必然
的。”初种失败的罗锋平开始四处取经学习，购买
苗木种植技术相关书籍和光碟，一边学习一边
实践。

通过几年的不断实践，从一个“门外汉”变成
了樱花种植的“行家里手”。

心怀梦想 抱团发展共致富

边种边学、逐步摸索出种植经验的罗锋平，
2016年引种培育了 20亩大渔樱，这种树花密度
高、花期长，能够持续 30多天，客户高度认可，回
购率大幅提升。

基地的品种不断升级，目前已包括福建山樱
花、台湾山樱花、大渔樱、红粉佳人、香水樱、八重
樱等10余个品种，每年纯收入达30多万元。

看到罗锋平种樱花挣到了钱，不少村民都想
要跟着学种。罗锋平不仅免费传授育苗技术，还

向村民分享自己的销售渠道，在其不懈努力下，
不仅家乡土地有了不同的色彩，还带动了周边30
余户村民一起种植樱花苗木1000多亩，樱花苗木
人均收入超过了1万元。

细心钻研 注重创新促发展

“卖樱花苗只是一个过渡，最终目标是要发
展樱花旅游，把林畲樱花做出品牌。”本着这个理
念，罗锋平与旁边的茶园合作，打造500亩的连片
樱花茶园作为旅游观光使用，进一步扩大林畲樱
花的知名度，并结合林畲、曾坊、石下、舒曹、向阳
等 5村联建的发展思路，邀请有兴趣的村民，以

“公司+农户”的模式入股经营。
“村里出土地，罗总出技术，去年我们 5村联

建试种的5000株万红杨长势很好，目前有3厘米
的苗，市场价是每株 100元。”曾坊村民曾嘉斌直
言，思路和方向对了，农民的干劲更足了，许多村
民都加入到种植队伍中。

在种植苗木的过程中，罗锋平还注重创新，
紧跟市场需求，不断更新丰富品种，他知道卖苗
木只是开始，最终的目标是要发展乡村旅游，走
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
子。 （本版稿件来源：清流党建
通讯员 邹志明 林辰）

编者按：近年来，三明市清流县贯彻落实中央、省
委和市委人才工作决策部署，鼓励引导更多大学毕业
生和新清流人“职”在清流、留在清流，现推出“新清流
人新奉献”栏目，宣传报道清流县优秀乡贤、新清流
人、返乡大学生就业创业风采，营造“以回乡创业为
荣、以热爱家乡为荣、以奉献家乡为荣”的浓厚氛围。

从农民家庭成长起来的 90后青年巫升宇，在外创业成功
时，因思念家乡，毅然决然选择返乡创业，现任清流县嵩溪镇元
山村党支部副书记、清流县七星岩农家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法定代表人，荣获三明市青年五四奖章、三明市农村青
年致富带头人、清流县乡村人才振兴农村产业发展带头人、清
流县优秀创业青年等荣誉称号。

志存高远志存高远 敢闯敢干勇拼搏敢闯敢干勇拼搏

2008年，巫升宇选择来到泉州华侨职业中专学技术，求学期
间的他不放过任何一个技术学习机会。毕业实习期间，他兢兢业
业、不怕苦不怕累，担任至班组长岗位，然而岗位的逐级递升满足
不了他对创业梦想的追求，心中创业的种子反复“敲打”着他。

“难道我要做一辈子的工人吗？难道我不能改变自己的命
运吗？难道我自己不能做老板吗？……”经市场调研及亲朋好
友的支持下，巫升宇于 2011年底踏出了创业的“第一步”——
创办虎门创意皮革加工厂。

然而，事与愿违，技术出身的他在拜访客户时，经常被“冷
门”相对。

他却不轻言放弃：“比我厉害的人还在努力，我为什么不逼
自己一次，把自己的潜力发挥到淋漓尽致？”凭借着务实的敬业
精神、严谨的工作态度、扎实的技术能力、有效的专业服务下，
公司规模现在已达百余人，月营业额数十万元。

思源故土思源故土 返乡创业谋发展返乡创业谋发展

2016年，清流县委县政府积极鼓励乡贤回乡创业，带动老
百姓脱贫致富。

收到这个消息的巫升宇整整一个晚上没合眼，他思前想
后，最后做出了返乡创业的决定。

“广东的平台更大，将来肯定更好发展。”“公司已经上了轨
道，回家能做什么呢？”“回来创业失败了怎么办？”……当他把
决定告知家人时，大家纷纷反对，但这些并没有成为巫升宇的
绊脚石。

“我们有能力了，但是村里这么多乡亲们需要一起带动，大
家富才是真富，我们不能忘本啊！我有信心再次转型创业，我
已经想好了回去做什么，肯定没有问题……”巫升宇多次的沟
通交流最终换来了家人的支持，他回到家乡创办了清流县七星
岩农家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跨行业的创业困难重重，但他不怕苦不怕累的品质再次发
挥了作用。

他亲自开始研究新菜，并深入市场开展调研，收集顾客需
求，制定特色菜谱，在其不懈努力下，事业开始蒸蒸日上。

2017年，巫升宇又创办了福建山梨红酒业有限公司，并聘
请村里的贫困户做员工。截至目前，已为本村村民提供工作岗
位 27 个。清流县七星岩农家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也荣获

“2018年—2019年度市级守合同重信用企业”“2019年—2020
年度省级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在他的带动下，元山村陆续吸
引返乡创业人员6人。

牢记宗旨牢记宗旨 回村任职显担当回村任职显担当

“社会进步如此之快，如果我们不追求进步，就会被社会淘
汰。”巫升宇在追求公司发展的同时，也不断提升自己。2020
年，他通过3年自学，成功拿到大专文凭。

巫升宇热心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努力回报家乡，并以自己
的实际行动成为先进青年表率。在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中，个人捐赠价值近5000元的各类物资。

辗转于商界十余年，巫升宇深知“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
道理。恰逢 2021年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巫升宇当选元山村党
支部副书记。任职期间，巫升宇深入走访民情，为民办实事、解
难题，并在人居环境整治、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中扎实履职，用
自己的行动真正诠释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返乡人。

巫升宇常说：“我们所做的不仅仅让自己进步、让自己受益，
更重要的是随时向社会伸出奉献之手，服务人民、服务社会。”

2021年，出生于山西应县的
王茜，放弃城市的繁华生活和高
薪收入，怀揣着教师梦想来到清
流县任职教师，而后入选“西部
之光”访问学者前往北京师范大
学访学进修。

坚守初心

无悔人生二次选择

2014年，刚华南师范大学硕
士毕业的王茜来到企业任职，历
经研发工程师、总工程师助理、
咨询师和项目部经理等岗位锻
炼，见识了光电行业技术研发的
高速发展。然而，她却常因没能
成为教师而多有遗憾。

2021 年，在一次偶然之中，
王茜了解到清流县教师人才引
进享受师范生补助及安家补助，
这让本硕就读于师范院校的她
陷入沉思：“事业已步入正规，应
不应该放弃这几年的努力”“光
电行业已高速发展，是否中途转
行”“作为教育发展的受益人，我
更希望反馈教育事业，为之添柴
加薪”……王茜最终鼓起勇气，
选择到清流当一名人民教师，以
己之点滴投身于教育事业中。

潜心研修

全面提升综合素养

初入教师行业，她秉持“打
铁还需自身硬”理念，兢兢业业、
努力探索、刻苦钻研，保持边教
边学边总结习惯，逐步提高自身
教育水平。2022年 8月，她成功
入选“西部之光”访问学者，正式
开启为期一年的北京师范大学
的访学进修之路。

在访学进修期间，王茜在罗
莹教授的指导下，重点选读了课
程与教学论物理教育专业理论
动态和前沿技术课程，通过参加
导师课题组关于项目式教学的

教学设计、教学评价与测量等研
讨会，参与高中物理关于“宇宙
航行”教学设计改进教研实践活
动等，学习了中学物理教育治学
经验、教学理念和研究方法。

作为多项教育政策、执行标
准的研究与实践者，北京师范大
学的老师让王茜深刻了解了政
策背后所面临的境遇与实践成
果，为她更好地理解教育政策内
容并付诸实践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与北京师范大学的老师、同学
的交流与研讨中，他们包容而严
谨的工作态度、孜孜不倦的钻研
风格与人格魅力，让王茜更坚定
了倾心教育、潜心育人的决心。

学以致用

奉献小县办大教育

高质量完成一年的访学归
来，王茜更深刻感受到作为一名
一线教育工作者，肩上的责任和
使命光荣而重大。

归校以后，她立足岗位，投
身教学实践，把所学的先进治学
经验、教学理念、研究方法与课
堂教学相结合，在如何“增效减
负”的反思和改进再实践中，形
成提升教学质量的闭环。

教学之余，她充分利用自己
的特长，积极开展第二课堂活
动，全面提升学生的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并指导廖佳怡、陈义
书，陈天永、沈禹帆荣获 2022年
三明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工程
挑战项目两项的三等奖。

习近平总书记曾寄语教师：
“教师要时刻铭记教书育人的使
命，甘当人梯，甘当铺路石，以人
格魅力引导学生心灵，以学术造
诣开启学生的智慧之门”。诚如
此言，王茜始终坚守教育初心，
践行立德树人，踏实走好每一
步，正努力为清流这个小县城办
出大教育作出更大的贡献。

95后的李炎鑫大学毕业后，没有
选择留在大城市，而是选择返乡创
业，现任福建省大李家园林工程有限
公司总经理、清流县青年创业协会副
会长，荣获三明市青年五四奖章、三
明市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清流县乡
村人才振兴农村产业发展带头人、清
流县优秀创业青年等荣誉称号。

家乡走向城市

青春创业不服输

2014 年，刚步入大学的李炎鑫
在看见福鼎肉片深受同学们喜爱
时，心中便萌生开一家清流兜汤店
的想法。

想干就干，在家人的支持和自
身努力下，李炎鑫开起了自己的清
流兜汤店。然而，传统行业的种种
辛苦与不便并不适合他大学生活的
情况，第一次创业很快就以失败告
终。初次创业的失利让不服输的他
明白，任何事情不能理想化。于是，
他总结经验、做好规划，又一次踏上
创业之路。

“当时的互联网企业在外卖平台
上疯狂‘烧钱’，且平台规则开放。”坚
守创业初心的他在做好市场调查、多
方筹备后，鼓足勇气在百度外卖、饿
了么、美团外卖平台上注册了30多家
网络店铺与3家传统餐饮商家合作外
卖业务，一天订单能达700多单，营业
额流水能达3万元左右。

前期的认真筹划加上自身的不
懈努力，这一次让他赚到了人生的第
一桶金。有了前期的创业经验，后续
他又在大学期间投资奶茶店与虚拟
数字货币，为自己积累下了返乡创业
的经验和财富基础。

城市回到家乡

踏踏实实创事业

“城市房价高，生活节奏快且压
力大，我是真的喜欢清流老家，也喜
欢同家人朋友生活在一起。”2018年

即将毕业的李炎鑫在了解到乡村振
兴战略后，毅然决然返乡创业。

本着“选有资源优势且项目新鲜
的行业”的创业经验理念，李炎鑫几
经思考谋划和市场调查，决定回乡发
展投资土地与打造新品种苗木基地。

2019年 1月，李炎鑫顺利成立大
李家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在县里有关
部门和乡党委、政府的帮助、协调指
导和支持下，他租下 1000亩土地，打
造苗木花海基地。眼光长远的他不
断创新，在苗木市场不景气的阶段，
依靠与浙江农科院合作研发苗木新
产品，培育引进新品种花卉 40余个，
做到市场独、特、精。

在其不懈努力下，千亩花海基地
实现了喷滴灌水农肥一体与物联网
结合的智慧农业，有效带动了当地旅
游发展和本地32位村民就业，其中脱
贫户 6名，同时也解决了台商与当地
河背村的历史遗留问题。

热心公益事业

创造更美好未来

回报家乡一直是李炎鑫的梦想，
他十分热心公益，2020年新冠肺炎疫
情爆发，全国医疗物资匮乏，他利用
电商资源渠道，自费购买价值一万元
物资支援家乡抗疫。

今年 9月，他积极对接有关部门
和企业联合开展爱心捐赠活动，为一
线教职工送去爱心物资。

下一步，他计划把清流特色农产
品和特色文化制作成醒目名片，通过
线上平台和线下渠道，提升公司产品
和李家冷泉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同时，加强技术引进、优化产业
结构、做大产业规模，不断增强综合
实力和竞争力。

创业路途虽然漫长，但李炎鑫表
示：“自己仍努力前行，保持一颗‘扎
根家乡、服务家乡’的创业初心，为建
设‘冷泉小镇·美丽李家”尽一份力，
为新发展阶段新清流建设贡献自己
的智慧和力量。”

新新清流人清流人新新奉献奉献

巫升宇：返乡创业奔向幸福园

罗锋平：追筑梦想的返乡创业人

王茜：矢志执教初心育英才 李炎鑫：青春在搏击中闪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