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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国竹子走向世界”

“桌台上的12颗钉子体现中国人
说话做事好比是‘板上钉钉’，用桥梁
构型设计的桌脚和拱杆，蕴含着企业
将连接四海、共同发展的理念……”
2018 年，这款主题为“桥桌”的竹制
品在第一届世界竹藤大会上大放异
彩，被组委会指定为中国馆专用桌。
这一刻的意义对王骁晴来说不同寻
常，这代表她接手团队之后推出的

“国潮”竹制品正在迈向世界舞台。
“中国竹子种类丰富，素有‘竹

子王国’的美誉。但我在留学时发
现，尽管中国的竹制品备受欧美客
户的好评，但很多其实是在做国外
市场的代加工。”2013年，王骁晴大
学毕业后决定回国帮助父亲，打响
中国人自己的竹制品品牌。

第一届世界竹藤大会举办时，
王骁晴代表士林工艺主动报名参
加。正是由于她拥有留学经历，精
通外语，再加之对竹产业的了解，
王骁晴被主办方任命为那届竹藤大
会中国竹产业的“文化大使”，“以
竹为媒”，让世界感受到厚重的中华
文化。

“中华竹文化源远流长，这是我
们产业人走向世界的发展底气。”王
骁晴说，翠竹来自大山，手艺来自民
间，每一件竹制品都蕴含着浓浓的工
匠精神。每当参加国际性会议，主办
方念到“中国代表”时，王骁晴的民族
自豪感总会油然而生——因为这一
刻，自己向世界介绍的是中国生生
不息的竹海文化。

“哪怕再难，不丢下一名员工”

今年是王骁晴接手士林工艺的
第 10 年，年轻人有想法有魄力，但
创业期间难免遭遇荆棘。

2020 年初，受新冠疫情影响，
运往欧美国家的港口陆续关闭，王
骁晴公司订单锐减，大批竹制品滞
留在国内。

“当时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工厂
才能正常运行。为了降低风险，合
作伙伴建议我们裁员。”回想那一

年，王骁晴至今觉得“真难”：700多
名员工，每人背后都是一个家。经
过和父亲的深谈，王骁晴做了决
定，哪怕再难，也不裁一名员工。
面对疫情带来的困境，工厂处于不
停工状态，缩短工作时间，为疫情
缓和后的市场做足准备。

经过大半年“苦熬”，国外港口逐
渐开放，正是因为王骁晴团队既做
好防疫、生产也“不打烊”，他们能
以最快速度拿出货品。欧美客户第
一时间给了一笔订单，这笔订单让
王骁晴追回疫情损失，也为工厂复
苏带来了“春天”。

“只要不放弃，我一直坚信最后
的结果都会是好的。”这位90后姑娘
的脸上常带笑容。她说，自己在国

外留学时的专业是企业管理，学到
最深刻的知识，就是企业无论面对
任何难题，都要有“站起来”的决
心。企业不能“掉链子”，要向前
走，给员工信心，给自己信心。

如今，士林工艺年生产各类竹
制品 1000 多万件，85％的产品主要
销往欧美等国际市场，占浙江省宁
波市竹制品出口额一半以上。此
外，深耕“双碳”新赛道，公司先后
建立“院士工作站”、宁波市中林竹
子研究院等机构，不断对竹子进行
深加工研究。同时，王骁晴还投入
1800 余万元对生产设备进行更新改
造，提高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基
本形成了一条低碳、环保、绿色的
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让乡村更美、村民更富”

从一家山区木材厂发展成集设
计、开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外
向型企业，目前，王骁晴团队员工
平均年龄只有 36 岁，公司年轻且
充 满 活 力 。“ 竹 子 作 为 绿 色 、 低
碳、可降解的生物质材料，是朝阳
产业。现在有越来越多海外留学生
愿意返乡加入我们。”但是，王骁晴
坦言，竹 林 资 源 丰 富 的 地 方 基 本
在偏远山区，当地村民普遍收入
较低。

乡 村 振 兴 ， 产 业 富 民 。 近 年
来，王骁晴带领团队立足本地资
源，通过收购农户毛竹、提供就业
岗位来提高农民收入。同时，企业
还先后扶持了省内外 10 多家竹制品
加工企业配套协作，实现一竹多
用、综合开发的奋斗目标。

“我出生在大堰，永远是大山的
孩子。”随着企业运营逐渐步入正
轨，王骁晴作为宁波市奉化区留学
人员创业发展促进会副会长，还打
算让更多留学生共同聚成合力，凭
借有视野、有知识、会创新、敢创
业的团队优势，为乡村振兴出谋划
策，发挥才干。

目前，奉化区留学人员创业发
展促进会拥有成员180人左右，基本
以 80后和 90后青年为主。除了定期
慰问空巢老人和关爱留守儿童，溪
口镇桕坑村作为留学生的兴农基
地，双方还建立了联络员制度，针
对如何提升村特色农副产品经济效
益展开探索，并进行定期交流，充
分发挥现有回奉创业和工作的留学
人才优势，助力村集体经济增收，
让村民增收致富。

“我们这些留学生走得再远，根
还是在祖国，在家乡。助力乡村振
兴是新时代青年的使命，希望我们的
加入，能让乡村更美、村民更富。”王
骁晴说。

竹碗、竹椅、竹桌……走进宁波士林工艺品有限公司的展示厅，上千种精致
的竹制品让人眼前一亮。“竹不富民羞成业”，“竹二代”王骁晴从美国留学回国后一
直记得父亲说的这句话。

如今，这些凝聚着工匠精神的竹制品在世界舞台上多次亮相，凭借细致的雕
花、精湛的工艺，中国人自己的竹制品品牌已打响知名度，王骁晴也带动着越来
越多的竹农增收致富。

一根翠一根翠竹竹
撬动撬动绿色富民大产业绿色富民大产业

严梓宁

2020年12月，王骁晴参加博鳌国际禁塑产业论坛。 受访者供图

我和我的乡村我和我的乡村（（33））

澄泥砚是中国四大名砚之一，使用经过澄洗的
细泥作为原料加工烧制而成，有着质地细腻、抚如
童肌、发墨而不损毫等特点，尤以山西绛州澄泥砚
为主要代表。澄泥砚的制作技艺曾一度失传，后在
山西新绛蔺永茂、蔺涛父子的努力下重现于世。澄
泥砚制作需要经过选泥、澄清、阴干、雕刻、打
磨、烧制等 10 余道主要工序，生产周期长达 1 年左
右。2008年，“砚台制作技艺·澄泥砚制作技艺”被列
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绛州澄泥砚第三代传承人蔺霄麟是个 90 后小
伙，从小对澄泥砚制作耳濡目染。他曾前往韩国学
习陶瓷工艺，2019 年归国后，蔺霄麟大胆创新设计

思路，通过调整窑温及窑内氛围，使澄泥砚的颜色
从原来的3种增加到8种。

不同于父亲蔺涛较为传统的设计风格，蔺霄麟
在设计中注入更多时尚元素，受到许多年轻人的青
睐。为了拓宽销售渠道，蔺霄麟还开办了网店，并
通过网络直播的形式，让澄泥砚受到更多关注。

接下来，蔺霄麟计划和高校合作，设计出更多
富有青春气息、贴合时代主题的作品，让更多人了
解并爱上澄泥砚。

图为蔺霄麟在位于新绛县光村的绛州澄泥砚生
产基地雕刻澄泥砚。

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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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留学报国成果展上展出的“羲和号”模型。本报记者 孙亚慧摄

关山万里，爱国之心不改；远渡重洋，报国
之志弥坚。在南京大学，从李四光、程开甲等老
一辈科学家，到如今这一代留学归国青年学者，
他们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
需，留学归国后在各自岗位上报效祖国、服务人
民，取得了丰硕成果。

为了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给南京大学留学归国青年学者重要
回信精神，2月19日，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
员联谊会）和南京大学共同主办“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 谱写留学报国新时代华章”主题论坛。

厚植爱国底色厚植爱国底色

“百余年留学史与中国现代化紧密相连，既
是‘索我理想之中华’的奋斗史，也记录着中国
人民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不懈尝试。”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会长丁仲礼在论
坛开幕式上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留学人员
作为人才生力军，理应走在前面、作出表率。他
希望海内外留学人员厚植爱国底色，坚守报国初
心，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始终与中国共产
党同心同向、同心同行；要牢记“国之大者”，求
真务实做事，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
量的基点上，努力把名字镌刻在报效祖国、服务
人民的奋斗史册上；要坚持自信自立，积极对外
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让国际社会对中国发
展、中国道路、中国方案增加理解和认同。

“高校是留学人员成长成才的基地，也是海
归人才施展抱负的热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陈旭寄语广大留学人员，
要初心不改，赓续留学报国光荣传统，积极投
身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要奋斗不止，激
发创新创造蓬勃动力，助力发展新领域新赛
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笃行不
辍，用心用情讲好中国故事，主动担负起“民间外交使者”的光荣责
任，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此次论坛上，欧美同学会和南京大学共同发布了《奋进新征程留学
报国倡议》。倡议旨在号召海内外广大留学人员心系“国家事”、肩扛“国
家责”，共同积极行动起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贡献留学人员的智慧和力量。

坚守报国初心坚守报国初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南京大学获得国家三大奖18项、重大科技项目
115项。这其中的大部分获得者，都是留学归国的学者。”主论坛主旨演
讲环节中，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王欣然说。这位毕业于
斯坦福大学的 80后教授，曾研制出世界上首个高开关比石墨烯场效应
晶体管，是最年轻的“长江学者”之一。

在南京大学，有许多像他一样放弃国外优厚待遇回国任教的青年学
者。他们在学以报国中实现青春梦想，在自己的学术领域中上下求索。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如何促进新发展阶段留学人才培养？教育部
副部长王嘉毅表示，要坚持党管人才，加强对留学归国人才的政治关
注、组织关怀和生活关心，引导他们传承好、弘扬好以爱国主义为底色
的“科学家精神”。“要突出平台建设，优化引才模式，营造良好的人才生
态环境。要推进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以开放大格局构筑发展新优势，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主动识变应变求变，精准实施教育、科技、人才国际交
流合作，以教育之力服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王嘉毅说。

本次论坛还设置了4场分论坛，分别以“留学报国与坚持立德树人”
“留学报国与科技自立自强”“留学报国与文化自信自强”“留学报国与讲
好中国故事”为主题，40余位留学归国人员代表进行了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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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于也童） 作为京沈对口
合作的重要标杆、科技创新企业的孵化器，记
者近日走访沈阳中关村智能制造创新中心了解
到，这里已“带土移植”科技型企业 126家，老
工业基地铁西区正加速从制造迈向“智造”，从
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022 年 ， 我 们 企 业 的 营 业 收 入 近 2 亿
元，目前我们已围绕东北生猪上下游企业开展
了猪场管理、交易、金融等多项服务。”辽宁
农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康玉明说。这家
公司是北京农信互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在沈
阳设立的东北区域总部，随着公司发展不断向
好，这里的员工数量不断增加。

在京沈对口合作深入推进的大背景下，
沈阳市铁西区与北京中关村共同规划建设了
沈阳中关村项目。记者采访了解到，去年以
来，沈阳中关村智能制造创新中心新增科技
型中小企业 17 家，辽股交挂牌企业 6 家，2022
年企业累计营收约 4.78 亿元。截至目前，该中
心已聚集了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
126 家。

越来越多科技创新型企业选择落户，是沈
阳中关村智能制造创新中心不断升级精准服务
的结果。近年来，沈阳市不断改造升级“老字
号”，深度开发“原字号”，培育壮大“新字号”，
营商环境、产业环境不断向好，产业结构“新陈
代谢”明显提速。

“我们一方面致力于加强京沈两地科技、金
融、技术等创新资源的沟通合作；另一方面，
努力为中关村创新项目提供创业辅导、融资对

接、技术开发等深度服务。”沈阳中关村智能制
造创新中心有关负责人史玉珠说。

投资升温、项目落地、创新集聚的背后，
是地方努力优化营商环境的结果。2022 年，铁
西区在全市率先实施产业项目“标准地供应+带
方案出让+拿地即开工”审批模式，工程项目审
批缩短至90天以内，90%的事项“只提交一次材
料”即可办理。目前，铁西区市场主体已突破17
万户。

“营商环境怎么样，企业感受最直观。如今
不仅企业注册更方便了，经营中遇到难题，政
府部门都能随时帮忙解决，这种‘管家式’服务
让企业心里有底了。”沈阳众劢科技有限公司负
责人刘颖说。

走进中关村智能制造创新中心三层，沈阳
众劢科技有限公司的员工们正在工位上忙碌。
沈阳众劢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医疗诊疗、医疗
管理、医疗服务及相关产品软件及管理平台的
研发、销售与运营，其自主研发的中医辅助诊
脉系统已在广东、云南等多个省份落地。“最近
我们正在和大连一个社区养老机构谈合作，顺
利的话，能投放中医辅助诊脉仪器300台左右。”
刘颖说。

按照“复制中关村模式，打造创新生态，厚
植创新土壤，培育创新种子”的工作思路，沈阳
正致力于构建立足沈阳、面向辽宁、辐射东北
的中关村创新生态系统。“未来，我们将继续积
极抢占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
动能、新优势，让更多好企业在沈阳开花结
果。”史玉珠说。

从制造迈向“智造”
——沈阳中关村智能制造创新中心走访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