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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杨茜，1976年11月2日出生于辽宁省葫芦岛市，2009年

创办成都赛肯思创享生活景观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创业前，

杨茜在景观设计、规划、建筑等领域均有从业经验，为了设

计出既节约成本又无需在施工时过度修改的作品，杨茜选择

了创业。8年间，赛肯思的作品遍布全国50余个城市，2016

年11月，赛肯思挂牌新三板。同年，杨茜创办了成都飞漫天

使创造力培育中心，在教育领域开始了自己的“二次创业”。

爱心接力护“春蕾”

近日，武警安徽总队第二支队勤务中队“春蕾行动

小分队”，再次来到家住安徽巢湖槐林镇大汪村 12岁的

贫困女童袁畅畅家中，为她送去4000元爱心款、学习用

品及生活物资。袁畅畅在当地小学读四年级。多年来，

从小失去父亲的袁畅畅一直跟着年近八旬的外公汪美中

生活，而她的母亲长期患病服药，丧失劳动能力。生活

虽然艰辛，但袁畅畅很坚强也很懂事，更重要的是她遇

到了一群“最可爱的人”。

2014年底，勤务中队官兵从巢湖市妇联得知袁畅畅

的情况后，主动与她结成帮扶对子，中队官兵自发设立

“春蕾助学基金”，定期资助袁畅畅，重大节日还将她接

到中队一起过节。渐渐地，袁畅畅与中队官兵们成了好

朋友。3 年来，袁畅畅在中队官兵的资助下学习进步明

显，性格也更加活泼开朗，去年中队退伍老兵还为她报

了舞蹈才艺班。

虽然每年中队都会有官兵服役期满离开中队，但中

队对袁畅畅的资助和关怀从未间断，一名留队官兵表

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他们会接过老兵的接力

棒，将爱心传递下去，继续资助袁畅畅，帮她实现上大

学的梦想。

徐 伟摄影报道

成都赛肯思创享生活景观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杨茜：

一个景观设计师的圆梦之旅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畅

本版编辑 胡文鹏 张 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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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景观设计师，成都赛肯思
创享生活景观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
杨茜说她的梦想是凭借自己的专业知
识，用手中的画笔勾勒出人们梦想中的
家园并让一切精确呈现，所以她创办了
赛 肯 思 创 享 生 活 景 观 设 计 股 份 有 限
公司。

8 年前，赛肯思从成都起步，项目
从地产景观到市政公园、景区规划，从
特色小镇再到产业新城，如今，其设计
的作品遍布全国 50 余个城市，是其实
力最好的注解。

然而，一个景观设计师的梦想真的
仅仅只是设计景观吗？不惑之年的杨茜
开始了“二次创业”——创办成都飞漫
天使创造力培育中心，开始着眼于帮助
家 长 们 培 养 孩 子 面 向 未 来 世 界 的 软
实力。

被称学霸，只因比别人多付出

杨茜说，一个人幸福与否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自己如何选择。

读高中时，爱好画画、音乐和写作
的杨茜凭借自己的作品拿了不少奖，在
学校已是小有名气。“在机缘巧合下，
我看到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专业的招
生 简 章 ， 感 觉 这 真 是 太 适 合 我 了 。”
1996 年，北京林业大学在辽宁全省招
收2名学生，杨茜是其中之一。

“这个专业既要求有良好的审美能
力，又要求有独到的创造能力，二者缺
一不可。”独立自主的选择令进入北林
的杨茜如鱼得水，“不盲从更不能想当
然，我记得当时本科班里有位同学，考

试成绩全班第一，后来因为不喜欢本专
业而离校出走，我们班还有 3位同学选
择了退学。”

大学本科毕业时，杨茜选择考取同
济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硕士。“北

林 1952 年建校至今，想考取同济这
个专业的人不少，但没有一个成
功的，不如就留在北林读研吧。”
老师的话反而激发了杨茜的斗志。

在确立考研目标的那个暑假，
杨茜来到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
专业的教学大楼前、学生宿舍里，
向每一个同学请教考研的知识点。

“从早上6点开始，一天时间，具体问了
多少人已经不记得了，但是我在教学楼下
站了大约12个小时以后，终于遇到一位
快要从这个专业毕业的研究生，他借给了
我复习资料，告诉我考试要点。”杨茜回
忆道，“可能是被我的执着打动了吧”。

经过几个月紧张的复习和考试，杨
茜成为北林历史上第一个考取同济大学
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研究生的人。“我
成了师弟师妹们眼中的学霸，大伙儿把
我传得像个神话。”杨茜笑着说，“能够
圆求学梦，自己其实不过是比别人多付
出了一点而已”。

首次创业，圆梦“第二自然”

“有着坚毅品格的人可能会创业成
功，但是他们不一定能在自己的成功
中找到幸福。但如果不仅有坚毅品格
还 能 以 自 己 的 爱 好 和 兴 趣 作 为 出 发
点，再长的创业路上都能苦中作乐。”
杨茜说。

走上创业路，源于杨茜喜欢把任何
事情都做到极致。回顾自己求学、求
职、创业这一路走来，一如既往。

2003 年研究生毕业后，既学过景
观设计又学过城市规划的杨茜选择了上
海一家甲级建筑设计院作为职业起点。
在她看来，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景观设
计师就必须要涉足建筑行业，在工作中
学习。

但让杨茜感到灰心的是，自己工作
后的不少设计作品最终呈现跟设计时出
入很大，一些成品让她感觉甚至还不如
自己上学时的作业。“作品在‘落地’

的过程中，施工方随意修改，而甲方无
所 谓 ， 最 终 效 果 和 我 的 想 法 大 相 径
庭。”杨茜说，“有的小区的住户入住
后，发现园林景观和效果图上有明显差
异，对比后住户的失落感很强”。

“我一直在想，能不能找到一家设
计公司，在实际施工时不需要过度修改
设计，就能做到既节约成本同时又不影
响设计效果。”在朋友的鼓励下，2009
年杨茜创办了赛肯思。

谈到为何起这么个名字，杨茜说是
根据英文“second nature”（第二自
然） 音译而成。“作为景观设计公司，
我们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设计景观，创
造出艺术化的自然。同时，我的梦想是
赛肯思能够有成功杰出的作品，代表中
国走向世界。”杨茜告诉记者。

西安悦椿酒店、长沙马楚文化园、
银川绿博园……8 年过去了，赛肯思的
作品凭着“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理
念在全国各地落地开花并屡获大奖。

成为“梦想景观的缔造者”，赛肯
思用作品让业界心悦诚服。同时，创意
精进、诚信敬业的态度与脚踏实地积累
而成的实力而备受关注与认可。

在公司注册地所在的成都市锦江
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下，2016 年
11 月份，赛肯思成功挂牌新三板。说
到政府的支持，杨茜表示自己非常幸
运，同时也非常感激，她说：“挂牌之
后 ， 有 一 次 锦 江 区 政 府 邀 请 我 参 加

‘区长咖啡’活动，一位负责人还认真
地询问我赛肯思上市后及发展中遇到
的问题，说政府会为企业发展助力。”
公司本身拥有不俗的实力，同时也得
到各方大力支持，杨茜对赛肯思未来
发展信心满满，计划 3年后让赛肯思在
创业板上市。

不惑之年，二次创业再起航

对创业，杨茜有自己的看法：“我
有一位在互联网金融方面创业的朋友，
事业做得风生水起，却告诉我他并不幸
福，当听到我侃侃而谈自己的创业经历
时，他露出了羡慕的表情，因为我总是
选择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

如今，杨茜的满足感不仅仅来自于

赛肯思，更来自于 2016 年年初创立的
“成都飞漫天使创造力培育中心”。谈起
为何 40岁时要再次创业，杨茜说：“前
些年，由于我忙于事业，疏于对孩子的
培养，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
题。”

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杨茜走
访了身边大量的家长朋友，并与多位儿
童教育专家讨教儿童成长中的难题。

“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越是好的企
业越缺乏高度匹配的人才。除了健康的
身体、良好的心智，我认为中国更需要
培养有创造力的人才。”为此，杨茜在
多个国家深度调研后，选择率先在“飞
漫天使”引入以色列和丹麦的儿童创造
力课程。

“这两个国家自然资源禀赋并不突
出，但都有着很强的创新能力。2016
年丹麦人均GDP达到了5万美元，当地
人拥有极高的幸福感。”谈起为何挑选
这两个国家的课程，杨茜如是说。

在飞漫天使创造力培育中心，富有
创意的课程让孩子们在玩耍中学习，没
有标准答案的课堂让孩子们尽情发挥自
己的想象力。“我认为，人要有终身学
习的精神，学习的范畴可以非常广泛，
并不仅仅限于 45 分钟的课堂学习，也
不仅限于奥数或英语。当你真正知道了
世界的丰富多彩以后，你才可以增加自
己选择的机会。”杨茜说。

杨茜坦言，“二次创业”也曾遇到
过很多困难。“许多家长都说不让孩子
输在起跑线上，但起跑线是什么呢？其
实就是家长的观念。目前家长的观念还
很难转变，所以‘飞漫天使’可能需要
经过一至两年的孵化期，才能更好地发
展。”杨茜说。

十几年前，刚刚工作的杨茜不曾想
象现在的科技会如此发达，世界会如此
精彩，就像她在引入“水果发电”“生
活在火星”这样有趣而有前瞻性的课程
时也是在用一种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10 年后，我们的孩子将面对什么样的
世界？这是家长们必须考虑的问题，因
为我们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孩子
们的未来，‘飞漫天使’可以帮助更多
的家长孩子增加未来选择的机会。”对
于新的梦想，杨茜信心满满。

进入12月份，西藏山南市昼夜温差非常大，白天最
高气温能达到20摄氏度左右，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则低至
零下5摄氏度左右。这天，扎囊县扎其乡德吉新村的藏
族村民加央桑布一大早便来到自家温室大棚把一簇簇绿
油油的小白菜小心翼翼地拔出来。从2014年起，他开始
种起了大棚蔬菜，3年来，他种植的蔬菜不仅能满足自
家需要，还有很大一部分可以用来对外出售增加收入。

“这一切多亏了次仁云丹啦，现在种一亩地蔬菜可比原来
种一亩地粮食的收入高多了。”说起2017年全国“最美
农技员”、山南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次仁云丹，加
央桑布特别加长“啦”这个字的发音，充满敬意。

作为基层农技人员，今年 45岁的次仁云丹自 1993
年毕业后就投身农技事业，20 多年来，他穿梭于山南
的田间地头，与农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为山南粮
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积极奔走。

上世纪90年代，西藏的交通条件还非常差，而农技
人员的工作又得到处跑。次仁云丹就靠着走路和骑马，一
个村庄一个村庄地跑，有时候一出去就是一个月。

身体上辛苦还是其次的，重要的是当时村民并不认
同蔬菜种植。“当时青稞产量低，农民都把地用来种粮食
保证口粮，根本没有多余的地来种蔬菜。加上农民没有
种菜经验，示范推广蔬菜种植非常难。”次仁云丹回忆
道，“西藏长期以来就只有土豆、萝卜、大白菜老三样”。

为了填补蔬菜种植空白、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增加农
民收入，次仁云丹还是决心在山南推广蔬菜种植技术。农
民不接受、不会种怎么办？“我们就先租他们一点地，
在他们旁边示范着种，他们见我们种成功了而且收入不
错才跟着种。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人才开始种植蔬菜。”
次仁云丹说。经过近 20 年的努力，如今沿雅鲁藏布江
和雅砻河谷一带，一座座蔬菜大棚拔地而起，不少村民
都在房前屋后的自建大棚里也种起了各种蔬菜，极大地
丰富了群众的菜篮子，提高了收入。

蹲点村居是了解村情民意、掌握广大群众农业生产需
求的重要形式，也是农技工作者的基本工作。这些年来，
次仁云丹除了日常下乡为基层群众提供农技服务外，还先
后在贡嘎县岗堆镇、扎囊县等地蹲点，有时一年有200多
天都“蹲”在县里、村里。“次仁云丹一干起事儿来就停
不下来，特别是蹲点的时候，他比主人还关心农田。”山
南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推广站负责人达瓦桑珠说。

24 个寒暑，次仁云丹年复一年地奔走在山南苍茫
大地上，当问起他是靠什么支撑着坚持下来的，次仁云
丹说，“最喜欢看到农民丰收时的笑容，这是让我坚持
下来的最大动力”。

“农民丰收时的笑容就是动力”
——记西藏山南藏族农艺师次仁云丹

本报记者 代 玲

“你来了，我们心里就有数了”
——记坚守农技一线37年的高级农

艺师张瑞

本报记者 郑明桥 通讯员 周玉娟

宏亮爽朗的笑声，大方精明的长相，干练利落的作
风。37 年来，她埋首田间、默默耕耘，用一颗全心全
意服务“三农”的赤子之心，在千里沃野上书写强农富
农篇章。她就是2017年全国“最美农技员”、湖北省丹
江口市习家店镇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张瑞。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位于湖北省西北部，这里有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调水源头——丹江口水库核心水源保护
区。边、远、穷曾是这里的醒目标签。对于当地群众而
言，土地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但习家店的主要粮食
作物——小麦每亩一度只能年收200公斤左右。

如何让贫瘠的土地上长出累累果实，这个问题一直
困扰当地群众。“只有推广农业科技，才能让农民吃饱肚
子。”作为高级农艺师，张瑞深知只有先为土地诊准脉，
才能找出对策。为此，2007年开始，张瑞带领着中心技
术人员，走遍了全镇23个村，对6125个化验点开展取
样分析，摸清了全镇的土壤养分情况。两年后，10000
余份测土配方施肥建议卡顺利地发放到农户手中。

土地的“脉”把准了，2009年，张瑞开始在小茯苓
村从厢沟改革入手，创办小麦高产示范区。“这里地多人
多，示范效应最好。”张瑞信心满满地说。就这样，在乡
亲们不信任的眼神中，她亲自带领一班农技人员在地间
开沟、起垄、施肥、播种。最终，示范田亩产达到400
公斤，大伙信服了。此后，高产稳产小麦品种选用、标
准化播种、氮肥后移等新技术一一顺利推广开来。

“让群众共同富裕，才是农业的希望。”这是张瑞经常
挂在嘴上的话。30多年来，张瑞一直致力于在水源保护
区内推广清洁种植技术、助推产业升级发展。为了消除农
户的后顾之忧，张瑞采取了“先试种、后示范、再推广”
的模式，并与湖北一家泡菜公司签订三叶菜生产订单。

在张瑞的带领下，全镇三叶菜种植从2013年的200
亩发展到5000余亩，亩产量从起初的2000斤提高到了
8000斤左右，直接带动当地2500余户农民脱贫走上致
富路。同时，水源保护区域内从未发生农业环境污染事
故，也未出现过农产品质量事故，农产品合格率始终保
持在98%以上。“我们不仅要金山银山，我们也要绿水青
山，因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张瑞坚定地说。

免费为农户讲解种植技术、帮助修剪管理果树、实施
病虫害防治……多年来，张瑞踏遍了习家店镇的村村组
组，也赢得了广大村民的信任。每当张瑞出现在田间地
头，乡亲们总爱对她说，“你来了，我们心里就有数了”。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图① “春蕾行动”小分队官兵与袁畅畅一起跳绳。

图② 汪美中老人指着墙上外孙女袁畅畅的奖状，特别开心。

在小分队官兵的关心下，袁畅畅的学习成绩进步明显。

图③ 小分队向袁畅畅捐赠4000元助学金。

图④ 小分队战士彭密（右）在教袁畅畅制作手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