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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与城市双向奔赴人才与城市双向奔赴

仙居仙居：：正宜正宜““万类霜天竞自由万类霜天竞自由””

说起仙居，大多数人想到的是神仙居，是淡竹，是民宿，但是如果来仙居细

细了解一番，去咖啡店、茶馆里坐一坐，去田间地头转一转，你会发现，这座城市

的青年味更浓了，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更高了，而这一切转变，都跟仙居的人才

工作密不可分。

近年来，仙居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完善机制、搭建平台，向外借力“最强大

脑”，对内培养本土人才，院士之家、博士创新站不断落地，各乡镇独具特色的乡

土人才队伍逐渐发展壮大。

送建议，强培训，安岭的茶香，杨丰山的稻花香，杨梅林的果香愈发浓郁，农

民的日子越过越好；出点子，促升级，传统企业走上转型之路，科技型企业不断

发展壮大；兴业态，优环境，城市的网红打卡地越来越多，人才的业余生活被不

断充实。

鱼翔浅底，鹰击长空，万类霜天竞自由。

仙居给予人才最大程度的关爱，各行各业人才在仙居这方沃土上各展所

能，“有才无类”风尚初成。远道而来的人才也好，本土培育的人才也好，他们都

在与这座城市双向奔赴。

蜕变“希望田野”化身“人才沃野”

连日来，气温逐渐回暖，在仙居
县安岭乡，平均海拔 500多米的高山
茶园里，一垄垄茶树吐露新芽，又到
了采摘春茶的好时节。

安岭是典型的“九山半水半分
田”山区乡，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
环境，安岭乡的茶叶醇香耐泡。

近年来，安岭乡立足资源优势，
将茶叶作为乡村振兴的主要产业，不
断加大人才引进、培育力度，引进国
家级非遗“西湖龙井采摘和制作技
艺”项目传承人樊生华团队，并与中
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建立合作
伙伴关系，引进高层次茶叶种植专家
李鑫作为省级科技特派员驻乡指导。

“我们还与中国工程院院士、著
名茶学家陈宗懋建立了合作关系，陈
院士主要研究茶叶病虫害防治，为茶
叶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仙居科协
副主席朱铭说。

种植技艺、采摘技艺、种植品种
不断优化提升，一片片绿叶子成了安
岭茶农们致富的金叶子。

高山致富曲，在杨丰山也奏得响
亮。仙居杨丰山拥有 2000多亩梯田，
因为海拔高、土壤肥沃、水源丰富、昼
夜温差大，当地出产的稻米适口香
甜，颇受当地人青睐。

2019年，杨丰山村成为中国水稻
研究所在浙江省新一轮扶贫工作中的
结对帮扶村。作为中国水稻研究所稻
种资源研究领域首席科学家的钱前院
士和仙居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合作，开
发了嘉禾优7245稻米产业化项目，总
结了一套适合仙居生态条件的种植技
术和烘干、加工、储藏模式，实现了稻
米产业提质增效，粮农增产增收。

随着品质的提升，杨丰山大米的
价格也从原来的 2.5元/斤飙升到 10-
15元/斤，购买者仍趋之若鹜。

这头忙着提升生产水平，那头忙
活着开发新产品。

在仙居县大战乡，浙江万里学院
杨震峰副校长团队就当地的番薯面
加工项目与当地进行了合作，沙蒜番
薯面、酸辣粉等番薯面系列新产品不
断推出，以产品创新推动番薯面品牌
提升、市场拓展。

“一系列新产品推出后，预计带
动大战番薯面销量提高 20%以上，产
值增加 30%以上，并带动村集体每年
增收 20万元以上，200多民村民人均
增收 1.5万元以上。”仙居县大战乡相
关负责人表示。

安岭的茶叶、杨丰山的稻米、大
战乡的番薯面等，都是仙居第一产业
在“最强大脑”助力下蓬勃发展的
缩影。

除了借力外部智慧，仙居还着手
打造本土人才库。

“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不仅仅需
要一支高素质农业技术队伍，更需要
一批在生产经营一线的优秀实践
者。”仙居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徐巧玲
介绍，仙居的乡土人才培育工作时间
更为悠久。

2010年，仙居成立了全省首家乡
土人才协会。目前，乡土人才已经成
为了农民看得见、学得会的身边典型
和农技推广体系中重要的延伸组织，
成为了现代农业建设的宣传者、组织
者和实践者。

近年来，仙居还创新性提出建立
一镇一品的特色人才库，还成立了由
52名农技人员和 59名高素质农民组
成的仙居县农业产业技术创新与推
广服务团队，成立了仙居县农创客发
展联合会，农创客结对帮扶村 50个，
每年与各路人才一起开展组团式下
乡服务1000人次以上。

2022年，仙居进行了村播达人、
杨梅全产业链、茶叶产业提升、来料
加工经纪人等10余个班次的“千万农
民素质提升工程”人才培训，提高种
植技术、农村电商等方面知识技能，
共培育农村实用人才、高素质农民
1000余人。

同样不可忽视的，还有下乡实习
的大学生队伍。

“我们与许多高校进行了结对，
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建立了乡村人才
驿站，推动高校学生回乡实习成为时
尚。”徐巧玲说。

如今，越来越多的论文在仙居的
田间地头上诞生，仙居的第一产业也
驶上了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崛起“老产业”上演智造“新故事”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关键，人才是创新
的基石。

走进浙江仙居君业药业有限公司的智
能工厂，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只需要动一
动鼠标，就可以实现“一键式”的远程控制，
实现甾体核心原料的自动化生产，并自动
收集各过程的数据信息。这是国内唯一拥
有甾体药物全产业链的生产企业。

“在智能工厂的背后，我们还做了生产
技术上的创新。”君业药业副总经理裴秋菊
介绍。

近年来，君业药业与华东师范大学汤
杰教授团队合作，原创性地发展了一种去
氢表雄酮高效低碳、绿色的生物制造方法，
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截至 2021年，已形
成全球唯一的“一锅法”年产 200吨酶法制
造去氢表雄酮生产线。

位于浙江仙居现代工业集聚区的浙江
清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年，
就是这样一家“年轻”公司，在产业专家的
帮助下，建成了世界首套高端新材料装备
生产线。

浙江优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自成立以
来，高度重视人才引进与培养，现有员工
300多人，其中研发人员近70人，约占20%，
并以人才为核心，致力于以自主知识产权为
核心的科技创新，在短短几年间实现了从初
创企业到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的蝶变。

浙江亿联康与钟南山院士合作，成立
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肺功
能联合实验室，填补了国内压差式肺功能
测定仪技术空白，破解呼气分子诊断产业
技术领域的“卡脖子”难题。

新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宋宝安院士
合作开发新型高效绿色创制化合物，投产
后预计产值近亿元。

人才不断涌进仙居，为仙居带来了生
产升级的巨大动能。

以医疗器械产业园为例，目前，该园已
集聚高端医械项目 51个，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3家，吸纳博士及以上高端人才70余人，
各类专利近 500项，打造了山区县医械产
业人才集聚新高地。

“国内唯一”“全球唯一”等称号，在人
才队伍逐渐壮大的仙居，已经不是稀罕事。

但是从长期来看，培育本土技能型人
才，壮大本土人才队伍，才能满足企业高速
发展的需求。

去年 2月，仙居县职业中专组织 20制
药班级学生前往浙江新农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参观学习，了解企业文化，推进中高企一
体化人才培养合作的具体落实。而后，新农
化工与仙居职业中专达成合作，走人才共
同培养之路。

除了培育人才，有些本土企业走上人
才再利用之路。

浙江聚仙庄饮品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首
席酿酒师周增群是企业第一批引进的人才，
也是当地杨梅酒的创始人，他推动仙居杨梅
深加工产业迈出了从无到有的第一步。对人
才，他认为，再利用与引进同样重要。

“在我们公司，走到车间随便一问，都
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员工。”周增群说，
这批人是有着一辈子技能经验的熟练工，
随着居民身体素质的不断提升，这批身怀
技能的人才在尚有余力时就面临退休了。

“这群人才闲着会很可惜，所以我们进
行了错龄招聘，优先招聘身体健康的大龄
技能型工人。”本地人才的再利用，不仅为
企业带来了可靠可信的熟练工，更为在家
闲不住的大龄人才们提供了一个施展手脚
的好去处。

活跃“近悦远来”激活“一池春水”

在仙居县官路镇画梅村，茶隐小院成
了新的网红打卡地。

一方小木桌，一个小火炉，静谧的银杏
树，一只小猫，约上三五好友，饮上几杯茶，
闲话几句，颇为惬意。

小院主人释藤是一位摄影师、作家。去
年夏天，她租下了这小院，本打算作为自己
工作室用，又惋惜于这方美景没有更多人
欣赏，于是，茶隐小院开张了。

“从城市到乡村，我们对乡村是有感情
的，也在思考，我们能为乡村带来什么。”释
藤说，将小院开张，是一个对的决定。“顾客
主要以年轻人和在仙居工作的高层次人
才，他们也喜欢这样的悠闲生活方式。”

朱杰是中国烹饪大师、中式烹调高级
技师，也是土生土长的仙居人，无数人来仙
居必点的黄酒炖蛋就是他结合传统餐饮研
发的。

早先时候，仙居招待客人，端上一碗桂
圆茶就是比较高的招待规格了，那个时候
桂圆贵，大家不吃桂圆，只喝茶。后来鸡蛋
代替了桂圆，变成了鸡蛋茶，后来为了丰富
口感，就加了黄酒，又加了肉末改良。就形
成了如今的黄酒炖蛋。

“我想通过餐饮，将仙居人的一些传统
文化，包括历史习俗等传播出去。”近年来，
以朱杰为代表的一群餐饮行业人才致力于
研发融合仙居本土特色的创意菜，改良传
统菜，杨梅仔排、黄酒炖蛋等美味佳肴颇受

食客喜爱。
“原先有朋友来仙居玩，都不知道该带

他们去哪里吃，这几年仙居开了几家比较
有代表性的、菜品有本土特色的饭馆，可以
说是在有神仙居、淡竹等地有得玩的同时，
我们能吃得‘对味’。”青年人才李石玉说。

释藤作为本土人才，经营了一家小院，
为更多人才提供了可去之处，丰富了人才
的业余生活；朱杰作为杰出美食家，将传统
菜品做出新意，做出名气，丰富了人们舌尖
上的生活。

类似这样的例子在仙居还有很多。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我们既需要第一

二产业的人才来推动田间地头、工厂企业
的发展，也需要大量的第三产业人才，为我
们营造一个更宜居的城市，更丰富的业
态。”徐巧玲表示。

“之前招工比较困难，招难留也难，现
在好了，产业集聚发展，对人才来说，就业
有前途，业态越来越丰富，生活有乐趣。整
体的城市品质越来越高，人才留得住了。”
裴秋菊说。

裴秋菊来仙居十九年了，是当地引进的
第一批人才，如今她的家安在了仙居，成了
新台州人，看着城市的更新升级，她感慨良
多。“十年前，企业用高于一线城市的工资都
留不住一个研究生，现在能留住了。仙居的
医化产业社会地位高了，大家的钱袋子鼓起
来了，包容性更强了，外地人也是自家人。”

仙居医疗器械小镇仙居医疗器械小镇

博士为企业解决卡脖子难题博士为企业解决卡脖子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