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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摸索，外来香榧结了果
香榧，是现在流行的一种坚果食品，淘宝上一般卖 200 多元

一公斤。香榧树本来主要人工栽培于浙江诸暨，我省仅北部深山
老林里有稀少的野生香榧树。20 年前，骆熙大从诸暨老家带了
几株香榧树来到建阳试种，克服了很多困难，取得了成功。如今，
源于他的香榧园已经成为南平市建阳区黄坑镇一景，是该镇 3A
级景区的重要旅游项目，带动当地不少人脱贫致富。

“我刚开始种香榧，当地人都不知这是什么。”12 月 19 日，建
阳区黄坑镇苦竹坪村，骆熙大向记者讲起当年他种植香榧的故
事，神情颇为得意。

骆熙大是从浙江省诸暨市移居到南平市建阳区的。一次，他
回到老家，看到房前屋后都种了香榧树，不愁卖，只愁没地方种。
骆熙大萌发了引种香榧树去建阳的想法。

1996 年，骆熙大从诸暨带了几株香榧树，引种到了苦竹坪
村。种了几年，他的树始终不结果。他回诸暨请教当地专家才知
道，香榧树是雌雄异株，而他引种的全是雌树，需要进行人工授
粉。

骆熙大听说武夷山市星村镇桐木村有野生香榧树，于是急
忙赶到桐木，找到了香榧树雄株。但是，由于桐木与苦竹坪的天
气差异很大，等他的香榧树雌株可以授粉时，桐木野生香榧树雄
株的花期已接近尾声。他一周跑了桐木五六趟，终于采到了一株
雄株的粉。可采到后，苦竹坪村一直阴雨绵绵，无法给雌株授粉。
急中生智的骆熙大就在香榧树上架了一把雨伞，终于授粉成功。
第二年，香榧树结出了 10 多个果实。

试种终于成功了，2002 年，骆熙大从诸暨引种来 1 万株香榧
树小苗，2003 年嫁接小苗 2000 株，2005 年种植了近 400 株。“树
苗种下去后，要 6-7 年长果，约 10 年后，才有一定的产量。”骆熙
大指着香榧树介绍说，“虽然生长期较长，但是它目前还没发现
病虫害，只要施一些农家肥就够了，有的树甚至都不用施肥，非
常好打理。”

带动致富，小镇有了新产业
为了提高利润，2008 年开始，骆熙大尝试自己炒香榧，加工

后的香榧在本地市场销售，每公斤能卖到 240 元。
这天，骆熙大的作坊里，他的家人帮忙生火，他往锅里放晒

好的香榧和盐，开始炒香榧了。他开玩笑道：“炒香榧，我有独门
绝技，是经过请教师父和自己多年炒制总结出来的。”

骆熙大用大铲开始翻炒，记者发现，看起来锅里的香榧和盐不
多，炒起来很费力。一人炒上三五分钟，就得换人，两人轮流着来。
一锅香榧，炒了半个小时后，把香榧从粗盐里筛出来，放进盐水里
浸一浸，捞出沥干后再继续炒。等到香榧的香气飘满整个屋子时，
起锅，筛掉盐，把热乎乎的香榧铺开。整个炒制过程近1个小时。

记者迫不及待地想见识一下骆熙大的手艺，拿起一颗香榧，
咬开果壳，用手指轻轻一搓，外面一层黑衣就剥落了，一颗金黄
色的香榧仁露出来，咬一口，香气四溢。

因为手工炒制生产效率太低，骆熙大现在以卖香榧青果为
主。“我今年收了近 6000 斤青果，市场价每公斤 40-60 元,今年光
是卖青果能收入 15 万元左右。”他说，“明年我要搞一台剥青果
皮的机器，原始的手剥方式，50 公斤青果，需要剥上一天，有一
台机器，几十分钟就能完成。明年黄坑镇会有更多人种香榧树，
我园里的香榧产量会增长，今年我已经与浙江客商说好了，明年
青果采摘时他们会前来收购。”明年他还要成立一家公司，注册
自己的商标，带领更多当地村民脱贫致富。

骆熙大说，看到了香榧的致富前景，村里、镇里许多农民来
他的香榧园买苗。农民在香榧种植中遇到了问题，骆熙大都会热
心教导。今年，黄坑镇香榧树种植面积约 600 亩，这个产业引起
了当地政府的重视，在当地 3A 级景区的提升工程中，被纳入了

“一村一品”的战略，苦竹坪将打造成香榧种植观光基地。现在已
有村民将香榧加工后，做成小包装的旅游伴手礼出售。

建阳香榧第一人骆熙大
从浙江带给闽北致富经
□本报记者 吴柳滔 通讯员 黄家馨 文/图

骆熙大正在炒制香榧果骆熙大正在炒制香榧果

21日，在福建永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人正在调
试自主研发的全自动管状涂覆机设备。

永智机械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智能制
造企业，多年来，公司通过产学研合作，首创全自动载体涂覆机、
智能垃圾处理收集设备等各类个性化机械设备产品。产品畅销
印尼、泰国、马来西亚、伊朗等国家。 邓书榕 摄

12 月 23 日下午，虹润公司品质管理
部张强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准备回到位
于顺昌县城的家中。

这个 30 岁出头的年轻人，已是虹润
的老员工了。他与虹润，有一段颇为曲
折的故事。

2007 年，从武夷学院一毕业，张
强 就 加 入 虹 润 ， 从 事 管 理 工 作 。 然
而，年轻的张强不甘待在小县城，萌

生了出去闯一闯的想法。2008 年，张
强与同学一起，赴厦门创业，从事网
络虚拟产品的电商销售。

“收到他辞职信的时候，我其实很想
留住他。”福建顺昌虹润精密仪器有限公
司董事长林善平说：“虹润很重视人才，
流失任何一个都让我感到痛心。”但是和
张强谈过之后，林善平还是决定支持他
创业，并赞助张强1万元作为创业经费。

“按照市场经济理论，一个公司有
10%的员工流动属于正常的范围。如果有
人觉得在虹润公司体现不出自身价值，
那么我们应当同意让他离开，让他远走
高飞，我们不能埋没人才。如果可能，公司
还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林善平说。

遗憾的是，创业不足半年的张强，
就因为合伙人矛盾，宣告创业失败。是
留在厦门继续，还是回乡工作？张强走

上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就是在那个时
候，我收到了林总的电话，他盛情邀请
我回到虹润继续干。”张强对记者说。

思索再三，张强决定回到顺昌，成为
虹润品质管理部的一名员工。几年后，由
于成绩出色，他被提拔为部门经理。

张 强 的 故 事 ，让 林 善 平 的 感 受 颇
深。他说，从虹润离职的人才，如果还愿
意回公司，虹润也一定欢迎。“民营企业
要有这样的胸怀，要有这样的包容心，
才能广纳优秀人才。”他说。

让林善平感到骄傲的是，他的这份
惜才之心，让 80%的顺昌大学生选择在
虹润工作。

外引：一个大学生的返乡路

“民营企业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我
认为就是用人机制活。”林善平说：“能
者上，庸者下，通过建立平等的竞争机
制，优胜劣汰，发现能人，使用能人。”

林善平口中的发现和使用能人，体现
在公司对有创新精神年轻人的培养上。

卞理辉，曾是顺昌县一名家电维
修店老板。2006 年，生意清淡的他被
人举荐到了虹润上班，成为该公司生
产部的一名夹具工人。

“这名员工的特点是很有想法，而
且动手能力很强。”林善平说。在被发

现这个优点后，卞理辉被送到外地学习
工业自动化。回到公司后，他历经检验
检测、生产部、技术部等部门的锻炼
后，如今，善于小发明的他被提拔为副
工段长，专门研发工装夹具。

林善平告诉记者，我们支持员工自
发成立技术创新小组，以创造新的技
术、新的工艺、新的产品。对这些兴趣小
组我们可以给予资金、技术、时间上的
支持，让出类拔萃的人脱颖而出。

在虹润，和卞理辉一样被重点培养
的工人不是少数。孙丽娜2009年大学毕

业后，在泉州一家运动器材企业从事模
具研发。2016 年，工作 7 年的她跳槽到
虹润，成为一名模具设计师。

记者了解到，孙丽娜的工作，是
将虹润部门的模具生产需求，传递至
北上广等地的研发人员，并做好相关
沟通衔接工作。这个岗位，既要懂产
品 ， 也 要 懂 设 计 。 孙 丽 娜 的 工 作 经
历，无疑能胜任这个岗位。

“小孙是我们公司开始重视模具生
产时引进的人才。她是学模具出身，又
是本地人，所以我们想办法把她挖过来

了。”林善平表示，虹润安排给孙丽娜的
岗位，不仅能能够发挥她之前的工作优
势，也给了她学习和成长的空间。

类似被培养的人才，还有业务部
电商处的余丽华。在虹润从事客户管
理多年的她，近两年被培养成为一名
电商管理人员。网络策划推广、线上
客户管理，余丽华在虹润找到了新的
成长平台。

除了让每一个有能力、有创新精神和
员工发挥空间，高质量的培训，也是虹润
人才内培政策的另一亮点。林善平介绍，
虹润会定期输送技术骨干到德国、日本学
习，并安排员工参加国内仪表行业和有关
部门组织的学习培训，同时轮岗提升，以
考带学，每年组织员工参加职业技能考
试，激励员工学习提升。

内培:一批本地人才的重生

“顺昌每年走出去很多的大学生，
但是回来工作的很少。”林善平用一句
话，道出了顺昌县的人才窘境。

近 两 年 来 ，顺 昌 经 济 发 展 增 长 乏
力，加剧了人才流失之痛。根据顺昌县

公开发布的数据，上半年顺昌县 50 家规
模 工 业 企 业 有 4 家 停 产 ，减 产 企 业 10
家，减产停产面达 28.0%。

缺少就业岗位，缺少发展前景，让
走出顺昌的人才回乡的意愿更低了。

解决这个问题，大部分欠发达地区
制造企业选择了两头在外，将研发和销
售两块放在经济发达地区，生产和管理
则留在了本部。

记者了解到，从 2000 年开始，虹润
就陆续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设立公
司，在北京、南京设立研发中心，顺昌则
是其生产和中试基地。

然而即便如此，培养本部人才，避免本部
人才空心化，同样影响着一个企业长久生存。

山区企业如何管理人才？在顺昌县发
展改革和科技局副局长蒋明发看来，虹润
的实践具有示范意义。“有效吸引人才回
乡，善待员工，虹润的人才管理政策，得到
顺昌的企业的借鉴和效仿。”蒋明发说

记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顺昌地
区 生 产 总 值 完 成 34.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1%，低于目标 2.9 个百分点，位居南平
市各县市第 8 位。相对落后的地位，让人
才显得尤为可贵。

蒋明发告诉记者，近年来，顺昌提
出“建设海峡西岸绿色腹地工业强县”
的目标，推进“四个百亿”产业行动计
划。类似虹润、欧浦登光学等高科技企
业，正成为重点的扶持目标。

记者了解到，2015年，福建省批复同
意设立顺昌工业园。该园按照“一园多
区”的发展模式，正推进郑坊光电、食品、
生物专业园区，新屯机械制造加工园区，
金山精细化工业园区三个组团开发建
设。未来，更多的高科技企业将被引入顺
昌。补齐人才短板，成为迫在眉睫之事。

“高科技企业人才管理有相通的地
方，我们希望顺昌的光电机械等产业，
也能和虹润一样，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才
加到顺昌来做贡献。”蒋明发说。

记者了解到，依靠“内培”和“外引”，
虹润的人才成为企业创新发展的持续动
力，帮助企业保持长期稳定发展。

12 月 14 日，在中国仪器仪表学主办
的“中国好仪表”颁奖典礼上，虹润的人
工智能温控器/调节仪和无纸记录仪产
品获 2016“中国好仪表”称号。对人才管
理和科技创新的重视，正让虹润产品的
质量向着世界一流的方向迈进。

典范：一个山区企业的留人之道

虹润定期选送管理干部赴日本学习虹润定期选送管理干部赴日本学习。。

虹润聘请上海专家为员工进行业务培训虹润聘请上海专家为员工进行业务培训。。 员工在互相交流专业技能员工在互相交流专业技能。。

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人才的生活更丰富让人才的生活更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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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山区企业，吸引了当地 80%的大学
生返乡就业。这个让人惊奇的数字，出现在
南平的经济欠发达县——顺昌。

在这个仅 30 万人口的山区县，正承受
着经济下行的压力，让顺昌思索如何转型突
破。

然而，高端人才留不住，优秀人才请不
来，欠发达地区普遍面临的人才洼地窘境，
让顺昌的经济发展少了一道人才支撑。

尽管如此，2016年，顺昌有一家企业的
产值却实现了近 30%的增长。逆市中的亮眼
成绩，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它就是福建顺昌
虹润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记者注意到，除了坚持不懈的科技创
新，虹润在近 20年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条人
才管理的可行之道。靠着吸引人才回流和培
养本地人才，虹润成为当地企业借鉴效仿的
对象。

法宝在哪？近日，记者探访该公司，探寻
一个山区企业的人才管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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