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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是我国最大的陆

地生态系统，面积近60亿

亩，占国土面积的41.7%，

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许多草

原发生不同程度的退化。

与此同时，我国农业系统

也面临着粮食独大、粮草

分离等问题

人才，西部地区该拿什么留住你
□ 陈发明

博众青年创业工场

大学生“练武之地”
本报记者 孙潜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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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众青年创业工场注重教育与产业协同发展，

把吸纳大学生创业就业作为主攻方向，通过教育、孵

化、合作、投资等多种模式，让适合创业的人才顺利

完成孵化，不适合创业的人才就地培训就业

博众青年创业工场成为大学生的实践基地。图为大学生参观博
众青年创业工场的VR实验室。 本报记者 孙潜彤摄

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呵护“地球的皮肤”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如果说森林是地球的肺，那么草
地应该就是地球的皮肤。”在草地农业
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贺金生
看来，呵护好“地球的皮肤”，不仅可以
推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也能助力西
部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
验室依托兰州大学组建，于 2014 年
通过验收并投入正式运行。该实验
室以草类植物资源抗逆种质创新与
利用、栽培草地生态系统与食物安
全、草地农业系统耦合与管理等核心
科学问题为主要研究方向，发展草地
农业系统理论，构建不同生态经济区
域优化模式，建立示范样板，为我国
食物和生态安全保障提供理论与技
术支撑。

“虽然我们研究的是小草，但涉及
多个学科体系，其中一级学科就有草
业科学、生态学、畜牧学。”贺金生告诉
经济日报记者，实验室以构建中国特
色的草地农业系统理论与技术体系为
目标，通过研究退化草地治理、农业结
构调整、生态环境改善来服务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

为“草生态”当“保健医生”

年近古稀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南志
标是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
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作为我国草地保
护学教学体系创始人，他带领团队研
究提出“不合理的农业系统”是草地退
化的根本原因，并建立了“合理利用与
改良草地”的技术体系，累计治理退化
草地2722万公顷，占我国草地总面积
的6.7%。

黄土高原退耕地恢复演替到原生
植被需要 40 至 50 年，在漫长的恢复
过程中，进行大规模的退耕还草仅依
靠草原自身是不可能的。为此，南志
标院士团队提出，必须从改变农业系
统着手，增加系统中人工种草的比
重。根据这一思路，他们研究出了分
别适用于我国北方牧区、农区和半农
半牧区的草地农业系统，并建立了大
面积的示范样板。

实验室科研人员还通过野外观测
台站获取的数据，揭示高寒草地生态
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与适应规律。

“草和人一样，交流越频繁，活力就
越足。”

青年研究员朱剑霄每年中有近半
年时间在青海省海北州的高寒湿地温
室气体排放检测平台工作，“我们根据
温度和降水的变化，设置不同组合的
参数获得数据，揭示生物多样性对生

态系统多功能性的协同作用”。这个
看似枯燥乏味的基础研究，目标是寻
找未来气候变化对干旱半干旱地区草
地生态影响的规律。

记者了解到，近5年来，草地农业
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承担国家和
省部级各类项目300余项，获得发明
专利授权 39 项，软件著作权 9 项；主
持制定、修订国家标准10项、行业标
准4项、地方标准14项。

为“草家族”添新成员

草类植物资源抗逆种质创新与利
用，是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
验室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近 5 年
来，实验室的种质资源创新与利用团
队收集、保存、评价了2000余份种质
资源，通过审定牧草新品种5个，明确
了100余种乡土草种种子萌发和休眠
的生态学特性。

5 年 5 个新品种，是科研人员 10
多年如一日钻研的结果。2016 年登
记为国审新品种的“腾格里”无芒隐子
草因超级抗旱，近两年被大量用于干
旱地区草坪建植、高速公路护坡、生态
修复和荒漠修复。

“1998 年，我们的科研人员在内
蒙古的荒漠草原上发现了这个品种，
经过 18 年的驯化选育过程，2016 年
才通过审定。”种质资源创新与利用团
队成员张吉宇教授告诉记者，“腾格
里”无芒隐子草为节水型超旱生的生
态草和坪用型植物，可在年降雨量
120毫米的生态区域正常生长。具有

抗旱、抗寒、耐瘠薄等特点，并且管理
成本低，已成功在甘肃民勤荒漠、兰州
北山边坡、庆阳黄土高原等地区推广
种植。

长期以来，青藏高原缺乏优质豆
科蛋白饲草，制约了畜牧业的发展。
针对这一问题，南志标院士团队先后
选育了“兰箭”1、2、3号春箭筈豌豆系
列品种，可以在青藏高原不同海拔地
区生长，同时适用于我国高山草原区
和黄土高原区。

“春箭筈豌豆系列品种具有适应
性广、抗寒性强、营养价值高等优良
特性，可作为优良牧草、冬季覆盖物
和绿肥作物，还可以用来放牧、青贮
和制作干草等。其中，‘兰箭’3 号可
以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草原上
稳定生产种子，解决了在青藏高原不
能进行豆科牧草种子生产的问题。”
张吉宇告诉记者，在高山草原，春箭
筈豌豆单播或与燕麦等禾本科作物
混播，收获干草，可用于家畜冬春补
饲。在黄土高原，与冬小麦进行短期
轮作，既改土肥田，也能收获牧草。
目前，已在甘肃、四川、青海和西藏等
地区广泛推广。

此外，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
点实验室还拥有农业农村部牧草与草
坪草种子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兰
州）平台，年均检测量占全国草种子市
场流通量近五分之一。

为“草经济”找发展模式

郭旭生教授是草地农业生态系统

国家重点实验室饲草加工利用团队负
责人，他还有一个兼职：甘肃定西市牧
草产业科技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

定西市属于黄土高原半干旱丘陵
沟壑区，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以来，
人工种草面积迅速扩大，超过300万
亩。2012年，在定西市考察的郭旭生
发现，当地对苜蓿利用方式比较传统：
等到草长老了才收割，有的企业把干
草加工成颗粒，这样利用营养价值差，
蛋白质含量只有10%左右。

被称为牧草之王的苜蓿是高蛋
白优质牧草，怎么高效利用，实现
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与有关
部门沟通后，郭旭生提出转变利用
方式，在苜蓿还是绿草的时候进行
青贮，最大限度保存营养，通过商
品化生产，让饲草蛋白含量达到
16%左右。2015 年，定西市开始大
面积推广饲草青贮加工，并鼓励企
业引进先进设备。

“一吨苜蓿青草通过青贮加工，效
益是干草的两三倍，可以有效增加群
众收入。”郭旭生说。经过几年发展，
定西的饲草加工能力由几万吨迅速提
升到100万吨，在当地还催生出一批
饲草种植、牛羊养殖、机械服务等专业
合作社和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带动了
群众脱贫。

郭旭生还和团队成员一起研发青
贮保鲜剂、乳酸菌添加剂，降低了饲草
加工成本。目前，他正在建议地方逐
步改良苜蓿品种，“用新品种抗旱效果
不减，一年能收割两茬，蛋白质含量能
达到20%左右”。

上图 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科研人员
（中）在指导学生做实验。 本报记者 陈发明摄

右图 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科研人员
在野外采集植物样本。 （资料图片）

从科研资源看，西部地区自然资
源丰富，生态系统独具特色，便于获
取第一手的数据和资料，具有天然的
科研优势。但是从工作环境看，经济
欠发达，没有一流的科研工作环境，
导致人才流失，是西部地区创新的
短板。

地处西部，既是优势，也是劣势，
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面
临的这一矛盾，在西部地区很多高校
和科研机构普遍存在。缺少真金白银
的政策激励和优越舒适的工作环境，

西部地区目前只能靠“感情留人”“事
业留人”。但是，正如草地农业生态系
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贺金生所言，
这只是做法，不是机制，无法保障西部
地区长远的人才需求。因此，让人才
留在西部，不能只靠“爱我别走”的事
业情结，还需要多方发力，共同探索西
部欠发达地区引进人才、留住人才的
长效机制。

首先，国家要对西部人才高看一
眼。西部地区人才流失加剧，归根到
底是经济发展水平所致。因此，国家
应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科研机构和
高校的投入力度，同时在项目经费、工
作补贴、职称评定等方面出台一些特
殊政策，解除人才的后顾之忧。有了

政策倾斜，还得有约束机制。此前，教
育部出台的《关于坚持正确导向促进
高校高层次人才合理有序流动的通
知》指出，高校之间不得片面依赖高薪
酬高待遇竞价抢挖人才，不得简单地
以“学术头衔”“人才头衔”确定薪酬待
遇、配置学术资源。约束导向很明确，
但还需出台一些可操作的实施细则，
改变以人才“头衔”分配科研项目、以
人才层次和数量论科研实力等相关评
价机制。

其次，发达地区要对西部人才
高抬贵手。教育部负责人曾在有关
会议上呼吁，“东部各高校，请对中
西部高校的人才‘手下留情’”。东
部地区通过市场化手段，不惜重金

厚奖四处“挖人”，从人才价值体现
和流动规律看无可厚非，但从长远
看，不利于形成良性可持续的人才
培养生态。

再次，西部地区要为人才高枝筑
巢。对科研人才的吸引，除了要有政
策激励、经费项目支持等硬条件，还
得营造优质科研服务等方面的软环
境。短期内改变不了经济相对落后局
面，可以在做优服务上下功夫；拿不
出高薪，可以出台灵活政策，为人才
创新创业创造搭建平台；家底不厚，
可以用有限的资金重奖科研成果。西
部地区要留住人才，就要建立更完善
的机制、出台更优惠的政策，用优越
的软环境来弥补硬实力的不足。

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在青海省海北州建立的高寒湿地温室气体排放检测平台。 （资料图片）

当一个激情似火的创业想
法，突然遭遇资金、市场或者盈
利模式带来的挫折时，你是否还
能坚持？能坚持多久？

在位于辽宁沈阳市的博众
青年创业工场这个国家级众创
空间采访时，许多创业者告诉经
济日报记者，不要把创业想得那
么容易，那么多一哄而起的这个

“吧”，那个“谷”，仅靠收场租或
者靠政府补贴过日子是不能持
久的。“众创空间洗牌在所难免，
关键是要‘洗’出特色来。”曾辗
转几个众创空间的创业者李航
星说。

博众青年创业工场2014年
由民营企业中嘉博众集团成
立，定调为“全公益型”。“我们
没指望补贴，但是后来政府给
予了很多帮助，对于我们而言
是意料之外的锦上添花。”博众
青年创业工场总监刘畅认为，
不等不靠不要才是可持续发展
的根本，众创空间生存发展必
须靠特色。

博众青年创业工场的特色
在哪里？刘畅告诉记者，首先
是 生 存 在 企 业 圈 内 的“ 园 中
园”。依托沈阳国际软件园产
业区平台，背靠 1000 多家创
新型企业，产业孵化、协同都
具备资源共享的优势，已经有
47 名企业家被聘为专职创业
导师。

从沈阳音乐学院毕业的李
小欢就把自己创业的店开在博
众青年创业工场。他在家乡铁
岭市西丰县承包了 1234 亩林
地，坚持不打农药、不施化肥，所
产林果、粮食及鸡鸭猪都获得绿
色认证。

李小欢创业的想法很简单
——“把好东西卖给好东家”。
博众青年创业工场支持他把众
创咖啡吧变成绿色农业展示品
鉴厅。小店运营不到两个月，线
下部分就已经有盈利了。李小
欢乘势发展线上销售，取得了淘
宝网的官方认证，一口气发展了
30个代理商。“以前我是一个人
在战斗，现在有了创业圈子，彼
此之间的聊天都会迸发出很多
灵感。”

博众青年创业工场主要服
务于信息及教育产业。刘畅说，
一般的众创空间不大关注失败，
而对于创业者来说，失败恰恰是
常态。众创得有回旋空间，搭建
失败退出通道，架设创业到就业
的桥梁，也是博众青年创业工场
的一大特色。

中嘉博众集团董事长匡永
双告诉记者，敢于试水创业的
人，哪怕失败，也是有胆识并有
一定执行力的人才。经过专业
培训，仍可以转化为各种岗位的

创新人才。博众青年创业工场
提出“创就业生态链”，打造人才
赋能生态系统，让创新创业创造
人才不落地。

博众青年创业工场注重教
育与产业协同发展，把吸纳大学
生创业就业作为主攻方向，发起
成立了“东北高校创就业生态联
盟”，建立高校工作站，对接高校
人才资源及企业用人需求，定向
培养创业、就业双向人才。目
前，已惠及联盟内高校18家、企
业 30 余家，服务创业项目及团
队 40 余个，服务在校大学生
2500余人。

博众青年创业工场与高校
合作共建，通过教育、孵化、
合作、投资等多种业务合作模
式完成就业资源对接及创业的
落地实施，在此过程中实现教
育与孵化的自主选择，让适合
创业的人才顺利完成孵化，创
业受挫或者不适合创业的人才
就地培训就业。

博众青年创业工场的创就
业生态系统包括线上平台与线
下实体基地，线上平台包括创业
教育生态系统、大数据人才服务
系 统 、线 上 直 播 教 学 系 统 及
PAD数字化教学系统。线下建
成的首家创就业生态服务中心，
包括人才服务公司，以创就业生
态联盟为载体，通过爱创业等互
联网创就业平台实现创业就业
的按需切换。

投身于 VR（虚拟现实）商
业化应用的李航星认为，博众青
年创业工场带给创业者的最大
后援就是高校人才。他们开发
的VR游戏软件，如果仅凭创业
小团队，耗时长而且投入大，借
助博众青年创业工场的高校资
源，李航星等人创办的“VR 界
网”实现了“轻研发、快产出”。
在校大学生找到了“练武之地”，
企 业 找 到 了 后 续 人 才 ，一 举
多得。

在培育、孵化项目的同时，
中嘉博众集团始终“睁大眼睛”，
果断投资参股“相中”的好项目，
并与之一同开拓市场，合力化解
创业创新创造的“痛点”——缺
资金、没市场。作为博众青年创
业工场的“园外园”，沈阳国际软
件园也在通过孵化器、加速器对
初创型企业进行培育，重点扶持
具有高成长性、有上市潜力的本
土创业企业。

沈阳国际软件园董事长赵
久宏说，“只要我们觉得这个企
业不错、未来前景好，我们都会
全力支持。目前，园区通过控
股、参投的方式参与的企业有
10 多家，成功率达到了 100%，
预计今年将有 2 家企业登陆资
本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