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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精彩

筑巢“引凤归”

“陆续也有青年回来，单打独斗一阵
子又去了大城市。”张嘉平是泰宁青年人
才驿站的负责人。他介绍，大多数青年满
怀热情返乡后，由于缺资金、缺人脉、缺渠
道，大多都打了退堂鼓。“泰宁是山区，如
何用好宝贵的生态资源做文章，讲实话，
我们也不懂。”

“要破局，就要敢于创新。”2020 年 8
月，泰宁县委人才办、人社局、团县委三部
门联合牵头成立了第一家青年人才驿站，
用于联系和服务青年人才，驿站配有创业
导师队伍，泰宁县工信局、发改局、农业农
村局、科技局等涉及青年创业部门的分管
领导都被聘为创业青年导师，根据创业者
的具体领域与阶段，择优推选最有利于帮
助创业者创业的导师，实现精准对接与有
效辅导，让创业青年少走弯路，提高创业
成功率。

“我之前在外当兵，听说家乡成立了
青年人才驿站，抱着试试的心态，回来
了。”温林旺是一名“95后”，谈到为何返乡
创业，他说，“泰宁好山好水育好物，我想
通过电商平台把优质的农副产品销出去，
同时也尝试直播带货。想法很早就有，心
里没底。青年人才驿站配备了创业导师，

团县委负责我的创业项目回访跟踪，有组
织在，放心干。”

像温林旺这样的返乡青年，在人才驿
站中还有很多，驿站为青年创业者建了一
个“巢”，独栋占地 195 平方米的驿站，能
提供独立、宽阔的会议室、洽谈室、书吧等
设备，配备齐全。定期举办的读书分享会、
政策解读、创业人才交流、青创产品推介
等系列活动，也在不断优化青年创业理
念，帮助创业者下好“先手棋”。

谱好“协奏曲”

“凡事开头难，没有资金寸步难行。”
林桂燕是一名“80后”，曾在一线城市任宝
马 4S 店售后经理。满怀豪情回到家乡创
业，投资民宿。大量的资金投入后，却又遭
遇了疫情，资金无法及时兑现。

为了建立解决青年创业贷款融资难
问题，泰宁县着力探索长效机制，推出“青
创贷”政策，采取担保、还款多样化的措施
降低创业贷款门槛。

“贷的 10 万元，解了燃眉之急，现在
我的民宿也转入了正轨。”林桂燕说道。

目前，通过降低贷款利率、贴息等方
式，泰宁团县委共为创业青年发放贷款
224 户，贷款金额 3213 万元，累计贴息
220.53万元。

“引凤归”靠政策、靠人才集聚，也靠
婚恋交友环境，让家安下来。

“传统的青年联谊活动，做游戏、现场
牵手，让我们年轻人感觉压力很大，单单
一小时的游戏，就要选择另一半交流，也
存在困难。”小肖是泰宁县乡镇的一名90
后，他坦言，原有的交友模式成效并不显
著。婚恋问题不解决，大量青年还是留不
下来。

为了服务青年人才，泰宁团县委精准
推出青年人才公益课，将同类型青年人才
汇聚在青年人才驿站，以形式多样的活
动，让人才碰撞思想，在学习技能的同时
交友，扩展青年朋友圈。

“目前筹划开展十期主题活动，第一
期预报名阶段就有三十余位青年提交申
请。”泰宁团县委负责人说。此外，泰宁县
总工会也推出青年疗休养专班，着力为青
年搭建交流平台。为了留下青年，各部门
都轮番上阵，搭建婚恋交友平台，谱人才
回流协奏曲。

固巢“育凤来”

“我在四川读大学，刚好看到泰宁县
发布的‘家燕归巢 筑梦泰宁’活动，想回
乡来实习就业。”小许是一名应届毕业生，
报名参加了泰宁县第四季“家燕归巢 筑

梦泰宁”活动，目前已向县内企业递交了
简历。“家燕归巢 筑梦泰宁”行动，是大学
生见习促就业活动，采取网络发布、现场
对接等方式，促成大学生上岗实习就业。

“在大城市租房、吃饭每月要花费几
千元，回家生活成本低，对比下来，本
地三四千元的收入，能陪在家人身边，
幸福指数更高。”小许展示着手机平台，
上面发布了泰宁县 100 余个岗位，目前
职数还在不断新增中。“如果能通过3个
月的实习期，我想留在家乡。”

为了帮助大学生深入了解基层情
况，积累工作经验，强化就业能力，吸
引青年人才返回泰宁创新创业，泰宁团
县委已连续四年推动见习活动开展，面
向本地户口的在校生、应届毕业生。

对于应聘实习的大学生，每年组织
他们深入企业调研走访，围绕农村创业
青年发展，带领学生走进家乡，了解家
乡。据悉，仅2021 年度，便有118 名大
学生上岗见习。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在做好外
来人才招引的同时，更要抓好本土人才
的选育，筑巢“引凤归”、谱好“协奏
曲”、固巢“育凤来”，泰宁的青年，正
逐步从“流”出外地，到返回家乡，在
泰宁青年人才驿站中汇聚，共谱乡村振
兴新篇章。

近日，明溪县观鸟
爱好者马春兰在明溪南
山湿地公园，记录到一
只棉凫的珍贵影像。

经明溪县野生动物
保护管理站郭利良工
程师鉴定，它是国家二
级 保 护 的 珍 稀 候 鸟
——棉凫。2017年5月
1日在明溪县夏坊乡中
溪村有过记录。

棉凫在中国数量稀
少，已被列入中国《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
录》二级，是鸭科中体长
最瘦小的水鸭，羽毛主
要呈白色。它们主要栖
息于江河、湖泊、水塘和
沼泽地带，主要以水生
植物和陆生植物的嫩
芽、嫩叶、根等为食，也
吃水生昆虫、甲壳类和
小鱼等。

（肖书平/文 马春
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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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何 破 解 人 才
“留不住”难题？这
是许多地方必须面对
的课题。

5 月 31 日 《财
富》 版报道，近年
来，清流农信联社对
清流全县各领域、行
业 人 才 进 行 细 分 ，
推出“福工·人才
贷”“新市民·人才
贷”等系列金融信
贷产品，为清流人
才提供更广泛、更
深入、更优质的金
融服务保障，“人才
贷”助力新市民他
乡变故乡。这为我
们提供了一个破解
人才“留不住”难
题的新解。

“致天下之治者
在人才。”人才是办
好事业之本。办好事
业，关键在人，关键
在人才。做好留人才工作，事关经济
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如何留人才？
人才服务是最关键的一环，必须加强
对人才的关心关爱，要在创业、就业、
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诸多方面，
为人才提供服务保障。

近年来，清流县实施人才强县战
略，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打
好“引育留”组合拳。2021 年，清
流县出台《关于加强化工新材料人才
队伍建设的若干措施》，从人才培
养、服务保障和氛围营造等 21 个方
面提供人才政策保障。今年，清流农
信联社抓住机遇，根据福建银保监局

《2022 年新市民金融服务行动方案》
等文件要求，创新金融信贷产品，产
品聚焦新市民客户，助力打通新市民
群体融资的痛点堵点……一系列关心
关爱人才、高效服务人才的实招，让
各类人才感受到了清流留才的诚意。

值得肯定的是，创新成为清流留
人才服务的重要特点。不论是对各领
域、行业人才进行细分，还是推出化工
新材料人才“福工·人才贷”专属产品
……一系列做法都体现出了创新精
神。引进人才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做好人才服务的创新和探索，才能让
更多人才“他乡变故乡”。正是留人才
的创新服务实招，让 5 年前从浙江来
到清流东莹化工有限公司上班的新市
民小陈，及时享受到了清流农信社的

“福工·人才贷”，解决了住房装修缺资
金难题，解决了迁出地与迁入地金融
服务“两头空”的问题。也正因此，让像
小陈一样享受到清流留人才创新服务
实招的许多“他乡人”，渐渐喜欢上了
清流这个山区小城。

“木茂而鸟集，水积而鱼聚。”要
留住人才，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须打
破固有思维，持续创新探索，出新
招，出实招，才能不断夯实人才发展
基础，打造人才聚集新高地，引得凤
凰来，留得凤凰住。这就是山区小城
清流县通过创新服务留人才，让新市
民他乡变故乡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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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宁
青年人才驿站助力青年人才驿站助力乡村振兴开新局乡村振兴开新局

●本报泰宁记者站 熊明欢 李少兰 通讯员 詹宗莹 文/图

5 月 24 日，在泰宁县青年人才驿站，青

年创业者们正在热烈地座谈交流。泰宁县地

处山区，长期以来人才外流，如何让年轻人

返乡留下来是长期探索破解的难题之一。基

于此 ，泰宁县于 2020 年成立了第一家青年

人才驿站，170余名年轻人在这里汇聚。

入夏永安，满目青山，郁郁葱葱，好山好水
好风情。

走进被市民称作城市“绿肺”的马夷口大
山，映入眼帘的是一条刚建成的永安国有林场
森林康养步道，周边居民三五成群结伴而来，踩
着条石、碎石、枕木、鹅卵石，或散步、或闲聊，喜
悦之情溢于言表。

家住永安市区盛景小区的王阿姨是这里的
常客。“步道建成后，只要有时间我都会来这里
锻炼身体，环境好、设施全，还能结识不少朋
友。”她笑着说。

永安国有林场森林康养步道从水院北门至盛
景小区，全长1.3公里，总投资170万元，是2021年
三明市为民办实事项目，也是永安国有林场贯彻
落实省、三明市林业部门《关于实施“百园千道”生
态产品共享工程》的具体实践。项目于去年12月
动工建设，历时4个月建成投入使用，辐射周边盛
景小区、大帝永隆、五洲三期、金色华府、中青悦府
等小区居民及水院学生，近5万人受益。

“这里的林子大部分是上世纪80年代造的，
按时间计算，早已达到主伐阶段，但我们却一直
守护着，就是要让它为都市圈留下一个‘氧
池’。”永安国有林场场长魏永平说，“我们还在
这片林子上，修建了这条森林康养步道，真正将
这片森林打造成为市民开放的生态共享产品。”

文旅融合下，永安国有林场遵循“森林永
安，服务燕城，顺势而为，持续发展”总要求，按
照“百园千道”的建设标准，在森林康养步道的
设计初期就将步道功能趋于多元化。按照“养
身、养心、养性”三个方面进行定位，兼顾全民健
身要求进行布局，内设运动休闲区、植物研学
区、五感体验台等区域。

“步道开放后，短短2个月时间，就成为永
安新晋级的‘网红’打卡点，也成为周边居
民、外来务工人员茶余饭后的休闲好去处。”
魏永平说。

树牌解谜、自然音乐厅、燕城远眺亭……沿
着步道台阶，拾级而上，一个个与大自然相融的
文化小品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沿途还有
各种公益广告，以窗棂的形式有机融入绿植中，
更给这条康养步道注入了灵魂，不时有行人以
这些文化小品为背景，拍照留念。

“一路走来，感觉很漂亮，真正满足了人民
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正在步道行走的张伯
伯，拿出手机，把公益广告、文化小品逐个拍照，
分享到他的微信朋友圈。

城在林中，林在景中。置身于这条森林康养
步道，迎面松香扑鼻，耳边鸟语蝉鸣，人的身心
与大自然零距离接触，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美丽画卷浮现在眼前。

“绿肺”之处，为都市圈留下一个“氧池”
●本报永安记者站 魏兴谷 通讯员 许忠民 文/图

永安

泰宁县青年创业协会走访会员企业

游人在永安国有林场森林康养步道玩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