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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
2023年8月14日 星期一

深耕沃土结硕果深耕沃土结硕果
——延长县引进人才为高质量发展赋能侧记延长县引进人才为高质量发展赋能侧记

通讯员 贾寰 记者 雷荣

小城掀起骑行热
记者 雷荣 通讯员 李文振

●● 骑车穿梭在绿水青山间骑车穿梭在绿水青山间
●● 顾客在店里选购自行车顾客在店里选购自行车

● 培训电商人才

● 引进院士

● 冯毅（左）在地里查看红薯长势

● 成立院士工作站 ● 陶艺专家现场授课

“如果说走路太慢、开车太快，那么骑行刚刚好。能
够欣赏沿途的风景，在城市中找到一种自由的感觉。”骑
行爱好者韩红安说，很多骑友是为了锻炼身体，也有的
为了社交，但都是因为热爱才能一直坚持下来，让骑行
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并且始终向前。

随着骑自行车热的不断升温，如今，越来越多的宜
川市民爱上骑行运动，他们戴上头盔，或穿行城市，或驰
骋乡间，穿行在青山绿水间，在清晨和夜间感受速度与
激情，引领着时尚健身和休闲运动的潮流。骑行兜风，
成了路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又能锻炼身体，又能融入城市生活”

夏日清晨，空气清新，温度适宜。
早上5点50分，家住宜川县众锦街区的高子奇，戴好

头盔、手套，穿上骑行服，带上水壶，骑上心爱的山地自行
车，“全副武装”骑向石沟坪大广场，与建明、建军、笑笑3名

骑友会合，今天骑行目的地是位于王湾村的月亮湾。
“这条线路来回 32公里，早上车少，我骑了好几次

了。”高子奇说，去往月亮湾这条骑行线路“爬坡高度小、
道路环境好”，在宜川骑行者中人气颇高。

今年35岁的高子奇在延安市内一家企业上班，多年
忙于工作抽不出时间锻炼身体。去年生了场病，发现自
己身体“亚健康”。在医生的建议下，决定锻炼身体，他
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首选了骑行运动。

说骑就骑。雷厉风行的高子奇，很快购置了一辆山
地自行车，配备了专业水壶、车灯，以及头盔、骑行服、套
袖、手套、骑行鞋等各种装备。

“不到一年时间，只要时间允许，我都会坚持每周末
两次的骑行。”高子奇说，现在骑行已上瘾了，特别是每
次挥汗如雨后的感觉真棒。

与高子奇不同，今年 42岁杨建明是从 2016年开始
接触骑行运动。平日，杨建明都在自家经营的电脑办公
用品店忙碌，只有开门市前的两三个小时才能和骑友们
一起去兜风。

借着骑行运动，杨建明的活动区域扩大不少，看到
了不同的风景，遇到了新的朋友。“最喜欢骑车穿行在青
山绿水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享受着沿途风景，这种一
路畅通的感觉真好。”杨建明说。

骑行不仅锻炼身体，附加价值也非常多元，不同的
人从中得到的乐趣各不相同。

48岁的刘建军经营一家润
滑油门市，他接触骑行源自同
学推荐。“尝试骑了一次公路
自行车，与普通自行车的感觉
完全不同，尤其非常享受爬坡
时和身体较劲的过程。”刘建

军说。
选车、购车、学车，刘建军的骑行之路就此开启。但

对他而言，骑行往往更多和生意联系在一起：“蹬上车，
去给优质客户送货，拜访目标客户，说走就走。”

在宜川，像高子奇、杨建明、刘建军一样喜爱骑行的
人不在少数。他们遍布各行各业，有上班族、有个体户、
有私企老板……相同的是，平日里他们为了工作或生意
忙得焦头烂额，但空闲时就会把所有的烦恼抛到脑后，
快乐骑行。赶上周末，还会聚在一起骑车远行，与大自
然亲密接触，“骑”乐无穷。

“一天卖出19辆自行车，甚至出现线下‘一
车难求’”

晚上10点多，位于宜川县北石崖夜月商城楼下的美
利达自行车门店内，店主芦笑夫妇仍在忙碌着。妻子在
向顾客介绍不同类型自行车的特点，丈夫则忙着给已经
选定自行车的顾客调整车辆细节。

腾出手来，店老板芦笑向记者介绍，自己也是一名
骑行爱好者，开这家店的同时，还建了一个骑行微信群，
专门服务在这里购车的顾客。

谈起小店生意，芦笑脸上笑意盈盈。据介绍，开店4个
年头，生意一直不错，尤其是这两年生意最为火爆。今年
前半年，芦笑一共卖出400多辆车，数量已经超过刚开店前
两年总和。

“只要车辆大小合适、颜色喜欢，很多顾客都会果断
下单。”芦笑笑着说，“最好的时候，一天卖出去19辆自行
车。”

骑行热的不断升温，一些健身、时尚、个性化的自行
车，如山地车、公路车等成为新的需求热点。

比起销路，芦笑更关心的是拿货。随着暑期到来，

不同年龄段的骑行者开始“扎堆”，兼具交通代步与户外
运动功能的自行车销量一路走高，中高档自行车甚至出
现线下“一车难求”的情况。

“尽管提前囤了货，但部分车型还是被‘掏空’，现在
只能眼巴巴等厂家配货。”芦笑说。

芦笑的铺面很小，但里面有美利达、飞行、喜德盛等
品牌自行车，种类齐全。不一会工夫，就有好几位顾客
前来，有看车的，也有给爱车换配件、做保养的。

“还蛮帅气的，就想过来看看，因为小孩子现在经常
会打游戏，有了骑行的工具就会想出门。”经过比较，汪
涛给儿子买了一辆自行车，“车子很时尚、也有科技感，
儿子挺满意的。”

居民李卫是骑行的新手，出于兴趣，最近他刚花了
7000多元，购买了一辆入门级别的公路自行车，打算休
闲时骑行。“平时会在甘义沟宜集路和迎宾大道骑行，欣
赏沿途的风景，也是一种享受。”李卫说。

“现在两个轮子比四个轮的车更时尚，既环保，又能
锻炼身体。”骑行爱好者李辉笑着说，“以前读书的时候，
基本上只有学生骑车。当时还以为自行车会慢慢消失，
没想到市场细分后，如今既有普通的自行车出售，又发
展了较高端的运动自行车。”

“虽然自行车的品种丰富，价位也从几百元到上万
元，但购买时应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和经济条件选购。”
芦笑说，如果在县城平路骑行较多，选公路车；经常出远
门或是在山路、崎岖的路骑行，可以选山地车；如果只是
平时骑着去休闲或当代步交通工具用，买个几百上千元
的普通自行车就可以了。

自行车，曾经一个时代的交通工具，如今却是健康、
环保的象征，它体现的不仅是人们对低碳、绿色生活的
拥抱，更是人们对健康生活的向往。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近年来，延长县坚持发展靠人才、振兴靠人才，

通过政策支持、平台搭建，积极与专家、院校、企业等
建立合作，按照“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的思路，充
分发挥“人才创新创业服务中心”孵化作用，释放人
才资源活力，不断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
力量。

突破人才瓶颈，助力转型发展

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做好这篇“文章”意义重大。一直以来，延长县始
终紧盯人才资源，通过“以才引才”“产业+人才”的模式
向“高精尖”人才引进迈出步子。

“我们引进周春松院士，成立院士工作站，采用‘院
士专家+院校+企业+项目’的机制，着力开辟新产业、新
项目。”延长县人才中心主任李论介绍。

据了解，周春松是宜兴籍欧洲自然科学院院士，也
是福泉环保城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依托宜兴—延长
对口协作平台，该县引进周春松院士及团队专家教授11
名，通过院士团队成功引进注册资金1亿元的陕西兴延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和延长环保产业园项目，这为县域高
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依托院士工作站，我们谋划了 50万吨废盐资源化
利用项目，目前项目正在有序推进。”李论说。

院士工作站好比“催化剂”，能引领示范，围绕产业
链布局人才链。该县聚焦“废盐再生循环利用”引进项
目、团队和技术，吸引高精尖人才来县投资兴业，同时建
立翠屏人才驿站和人才创新创业服务大厅，定期征集人
才和企业需求，提供“保姆式”服务，不断激活创业创新
活力，带动高端能化发展和工业转型升级，让经济发展
的动力更足。

加强协作交流，实现互利共赢

搭建平台促交流，紧密协作话发
展。苏陕协作为延长县经济社会发展各
方面发展带来了契机，延长县与宜兴市共
同携手，在人才领域强化交流合作，为发展
撑起“第一资源”。

在延长县人才创新创业服务中心宜兴中超
利永紫砂乡村振兴工场，打磨紫砂壶的场景随时
可以见到，学员们神情专注，认真地听老师讲解，生
怕错过任何一个制壶环节。

在这里学习1年的杨月英告诉记者，自己从一名家庭
主妇到现在的制壶学员，对于她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合
格的零部件公司会进行统一回购，这样一来，自己既能学
习一门劳动技能，又能补贴家用。“老师们都是志愿者，是
宜兴市陶瓷行业协会的高级工艺师，教得好、教得细，我
现在已经能独立完成整个壶的制作。”从最初的制壶嘴、
壶盖等基础技能到现在的全套流程，杨月英学得很快。

据宜兴市陶瓷行业协会高级工艺师徐学军介绍，目
前制壶的学员日益增多，利用闲暇时间就能掌握一项技
能，也为日后的创业就业铺下了路子。“我们初步计划10
批次援教老师，每次2名，手把手教学，就是要让学员们
的技艺更熟练、更精湛。”徐学军说。

据了解，在延宜对口协作平台的催动下，先后互派
220名党政领导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挂职锻炼、交流学
习。目前，有13家企业落地延长，各类创新创业成果显
著，通过就业招聘、劳务派遣等方式，实现就业 9680人
次，发放创业贷款2700余万元。

着力挖掘培育，壮大本土资源

“土专家”“田秀才”这是当地的一笔财富，该县先

后培养各类本土人才2600余名，他们已成为乡村振兴、
转型发展的主力军。

有着黄河岸边“红薯大王”美誉的冯毅是当地红薯
产业的“带头人”，2022年，他入选“圣地英才计划”；
2023年，获得全国农业农村劳动模范荣誉称号。在政
府的扶持下，他经营的合作社越发壮大，年销量达 150
万斤，先后带动 1000 余户农户发展红薯，人均增收
3000元。

“农户的种植技术都是靠经验，缺乏科学性，合作
社在产前、产中、产后进行统一管理，这样一来，商品率
高，品质好，就能卖得上价钱。”冯毅说。

依托用“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合作社为农户提供
优质红薯苗和全方位服务，实行种植、管理到户，不断
打造、包装品牌“火李湾”，极大提高农户抵御灾害和市
场风险的能力，有效保障经济收入。

同冯毅一样，年轻小伙王刚也入选了“圣地英才计
划”，他眼界开阔，成立电商公司，推行果树认养，发展

起了“认养农业”。据王刚介绍，公司通过土地流转，将
七里村街道管村吕生韩等3户农户的6.22亩果园承包，
从生产规模化、标准化入手，严格执行绿色、有机生产
标准，实行统一管理、统一销售、统一服务的全产业链
管理流程。

“村上给我算了一笔账，电商公司流转了我 2亩苹
果，自己不用操心技术管理，去年下来，苹果收入是自
己经营时的 3倍多。我还在电商公司打工，干一些除
草、施肥等零活，一年下来收入能达到 7万多元。”吕生
韩说。

苹果认养让苹果产业实现了由“产供销”到“销供
产”的转变。如今，管村的苹果搭上了网络快车，每斤
苹果平均卖价能高出1.5元左右。

打铁还需自身硬。本土人才的不断壮大正如雨后
春笋节节攀升，相信在“土专家”“田秀才”的带动引领
下，更多的农户通过学习和实践，产业发展技术会更
好，收入也会持续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