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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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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生、流动求
职人才，专业宣
传全省人才人社
工作，宣传全省
优秀人才人物典
型，宣传重点领
域人才开发管理
经验，发布解读
国家及福建省最
新出台的人才人
社政策，发布人
才就业创业创新
和人力资源市场
实用资讯，已成
为全省乃至全
国行业内有一
定影响力的人
才类专业媒体。

11 月 21 日，中国
海峡人才市场联合暨
南大学，共同举办“筑
梦八闽·创想未来”台
生就业沙龙活动。该
活动是中国海峡人才
市场继在北京举办台
生就业沙龙活动、在厦
门举办台港澳学生就
业暨实习专场招聘会
后，探索海峡两岸融合
发展新路的又一重要
举措。

本次活动吸引了
来自暨南大学的百余
名台籍学子参与。中
国海峡人才市场积极
发动我省部分高校、各
省属国有头部企业、各
地市国有头部企业参
与活动，为在粤台籍学
子带来 200 多个招聘
岗位和 100 多个实习
岗位，并向在粤台籍学
子介绍我省省情、解读
我省就业政策及涉台
政策，组织来闽就业台
湾青年向在粤台籍学
子分享经验。

活动期间，中国海
峡人才市场组织各方
代表开展现场交流座
谈，大家就来闽就业的
环境、两岸文化同根同
源、职业发展前景等话
题进行了热烈的交流，
增进了彼此了解。参
会企业代表向台籍学
子详细介绍了各自的
企业文化、发展前景和
招聘岗位信息，表达了
对台籍学子的重视和
欢迎，并分享了台籍人
才在企业的工作和生
活情况。在粤台籍学
子分享了自己在大陆
的求学经历和对未来
就业的期望，表示愿意
利用假期来福建走走
看看。

中国海峡人才市
场承办活动的相关部
门负责人表示，此次

“筑梦八闽·创想未来”
台生就业沙龙活动的
成功举办，不仅为在粤
台籍学子提供了与企
业面对面交流的平台，
也为台籍学子来闽就
业创业提供了宝贵的
机遇，进一步促进了两
岸青年的交流合作，为
推动两岸融合发展注
入了新的活力。

（通讯员 张晓思）

2024 年 10月 31日，2024全球减贫与
发展高层论坛在北京隆重举办。农业农
村部党组成员张治礼出席论坛并致辞，联
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专门为论坛致贺
信。此次论坛发布了第五届“全球减贫案
例”名单，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提交的“菌草技术助力斐济减
贫、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援
斐济菌草技术示范中心项目”案例成功入
选。代表福建农林大学参加论坛并领奖
的是该项目负责人林冬梅，这已是她主持
负责的第三个援外项目入选。

林冬梅是国家菌草技术工程研究中
心副主任、福建农林大学菌草与生态学院
副院长、农工党福建农林大学总支主委，
同时也是联合国菌草技术项目技术顾
问。2003年，林冬梅放弃了在新加坡的公
务员身份和优渥的生活条件，毅然回国加
入菌草技术团队，竭尽全力推动中国菌草
技术“走出去”，在“一带一路”沿线大力
开展菌草产业扶贫和生态治理，被众多国
际友人赞誉为“绿色使者”。

结缘菌草，传承使命

林冬梅的菌草生涯，离不开她的父亲
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他的父亲，正是被誉
为“世界菌草技术之父”的林占熺。作为

“菌草二代”林冬梅自幼便生活在父亲的
身边，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父亲在菌草
科研道路上的艰辛与执着，父亲常年奔走
于乡间田野之间，实验室的灯光常常彻夜
通明。父亲那忙碌的身影，如同石碑上的
印记，深深地镌刻在了林冬梅的心中。

时光流逝，父亲日渐年迈，菌草事业
却需要不断的传承与发展。2003年，林冬
梅经过深思熟虑后，放弃了新加坡的优越
的公务员工作和居留权，全身心地投身于
菌草事业之中。

回国后的林冬梅，为菌草团队管理带
来了崭新的活力。她与父亲一起编写教
材、参与科研、翻译资料，走遍了国内外的
贫困地区。凭借着自身过硬的专业素养
和在国外求学就业积累的先进管理经验，
林冬梅带领团队开拓创新，推出一系列行
之有效的办法，迅速补上短板开辟新局，
为菌草技术在国内外的广泛推广应用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她提出以菌草技术产业化应用为科
研“造血”的发展思路，通过菌草技术的产
业化应用，为技术研发提供资金支持；

她预见到菌草在全球工业化应用和
生态治理中的潜力，建议重点研究“草”的
多功能多用途，将产业化开发应用从“菌”
转向“草”；

她认为菌草技术需形成完整产业链，
以生态效益为切入点，争取政府支持和社
会认可，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
让菌草既“生绿”又“生金”；

为争取政府支持与社会合作，林冬梅
还走遍全国，与各地政府、科研机构及企
业深入洽谈合作，成功吸引多家单位加入
菌草技术推广及产业化行列。几年来，她
带领团队在宁夏、贵州、福建、西藏等地，
开展了菌草治理水土流失、荒漠化、盐碱
地等系列示范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

……

菌草援外，情洒非洲

2004年，林冬梅随父亲林占熺前往南
非。当她踏上非洲这片广袤而充满挑战
的土地时，眼前的景象深深触动了她。贫
困笼罩着这片大地，人们生活艰难，资源
匮乏。那一刻，林冬梅深刻地感受到了自
己肩负的使命。她决心将菌草技术带到
这里，为非洲人民带来新的希望。

自此，林冬梅开启了菌草援非之路。
林冬梅深知要让当地人民真正受益，必须
因地制宜，找到一种适合他们的菌草技术
推广模式。她将标准化管理理念引入项
目，为当地小农户建立了“10 平方米菇农
场”模式。这种模式简单易行，让当地人
能够轻松上手。在“10 平方米菇农场”
里，农户们可以利用有限的空间进行菌草
种植和蘑菇培育。林冬梅和援外团队为
农户们提供技术指导和培训，帮助他们掌
握菌草种植和蘑菇培育的技巧。通过这
种模式，许多小农户实现了增收致富，改
善了生活条件。林冬梅把最贫穷的妇女，
如“单亲妈妈”组织起来发展菌草生产，
为她们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帮助她们
摆脱贫困，提高生活水平。

多年来，林冬梅先后 37 次奔赴非
洲。菌草在非洲大地生根发芽，成为了当
地的“致富草”。林冬梅也被非洲人民亲
切地称为“菌草女儿”。在她的推动下，菌
草技术在非洲多个国家得到了广泛应
用。许多非洲国家的农民通过种植菌草，
不仅解决了粮食问题，还增加了收入。林
冬梅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大爱无疆的精
神，为中非友谊做出了卓越贡献。

国内推广，成果显著

“光长石头不长草，风沙满地跑，房子
像碉堡……”曾经的平潭岛，每年 7 级以
上大风超过 200天，是“世界三大风口”之
一。2018年起，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首席科学家、菌草技术发明人林占熺带
领林冬梅和技术团队，在平潭长江澳滨海
区域，用菌草技术开展防风固沙和改良盐
碱地试验示范，取得一系列重要研究成
果。

平潭的自然环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气候多变，土壤条件也较为复杂。然而，
林冬梅和她的团队不畏艰难，深入了解当
地的生态环境，在实验区尝试“菌林结
合”。“木麻黄能存活下来，主要因为巨菌
草筑起的沙丘，将风阻挡，让木麻黄能够
更好地存活。”长江澳平潭菌草种植示范
基地技术员李文龙说。李文龙口中的沙
丘，正是巨菌草一年一年把强劲海风吹上
来的沙粒固住，堆积形成的，能够起到防
风固沙、生态修复的作用。在林冬梅团队
的创新下，沙丘每年都在增高，从 2018年
到现在，通过巨菌草的作用，高度已经增
加了 3 米左右。菌草的种植不仅防风固
沙，还改善了土壤质量，为平潭的生态环
境保护做出了贡献。

平潭菌草试验的成功经验引起了广
泛关注，2022年6月29日上午，“院士专家
生态治理座谈暨菌草改良盐碱地生态效
应评价会”在平潭召开。经过现场成果评
价，在场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专家们一致
表示了对平潭菌草试验经验的认可。目
前，平潭菌草试验的成功模式在国内多个
地区得到了应用，并且正在向全球多个国
家和地区推广。

十几年来，林冬梅与父亲一起，带领
菌草技术团队先后远赴宁夏、内蒙古、青
海、贵州、新疆等省区建立“以草代木”试
验示范基地；她还主持建设福建泉港、永
定等地的“矿山菌草生态治理示范基地”、

“湄洲岛菌草防风治理”等项目，在不同生
态类型地区开展菌草治理水土流失、防沙
固沙、治理石漠化、治理盐碱地的试验示
范，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走出一条植物、菌
物、动物三物循环，与草业、菌业、畜牧业
有机结合的可持续绿色发展之路，实现了
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共赢。

“我们的计划是，5年内再建 1至 2个
区域菌草技术培训示范中心，复制利用菌
草技术的中国经验，继续推动全球产业发
展。在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中国、服
务‘一带一路’建设、应对气候变化、保护
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进程中，菌草技术一定能发挥
更大的作用。”谈及未来，林冬梅信心满
满。“发展菌草业，造福全人类”这不仅是
一句口号，更是林冬梅对未来的坚定信
念。她深知，推广菌草技术，不仅是知识
的传播，更是文化的交融，是希望与友谊
的传递。正如她在工作中所展现的那样，
这株小草，虽然渺小，但在她的努力下，正
在跨越海洋，走向世界，为更多的人带去
改变命运的希望。

（见习记者 吴逸凡）

台籍学子与主办方共同开展活动宣传

台籍学子交流座谈

台籍学子应聘洽谈

台籍学子咨询政策

科学家风采科学家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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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草之花绽芳华
——“绿色使者”林冬梅的“减贫”之路

为推动两岸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
“筑梦八闽·创想未来”台生就业沙龙活动在暨南大学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