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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乔小纳

近年来， 周口市围绕建设区域创新高地和人才中
心战略目标，全市域打造一流生态、全周期做好人才服
务，形成了机制向活、政策向优、服务向暖、氛围向好的
高品质人才环境， 为吸引人才、 留住人才打下良好基
础。

周口作为传统农业大市，一直在寻求转型突破。随
着河南省唯一一个全国主要港口———周口港的建立，
周口市明确了“临港新城、开放前沿”定位，大力实施创
新驱动、人才强市战略，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家乡故土
逐渐成为创新热土。

2023 年，全市高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了快
速增长，生物可降解材料、生物医药、智能零部件三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河南周口国家农业
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成功创建、成效显现。 周口“智慧
岛”上榜河南省第二批“智慧岛”名单，为高质量人才聚
集提供强劲引擎。

为激活赋能，广聚英才，周口积极筹建伏羲实验
室，重点以粮食精深加工为重点，不断向生物材料、生
物医药等方向延伸，攻克关键技术，赋能产业转型升
级； 组建省级产业研究院 2 家、 市级产业研究院 21

家，围绕主导产业开展科技攻关；搭建“周口市科技大
市场 ”线上平台 ，梳理 、发布可供转化的科研成果清
单、研发需求清单、科研设施与仪器共享清单、人才库
清单，畅通技术供需渠道，为打造区域创新高地积蓄
力量。

良禽择木而栖。 当在外人才的浓浓桑梓情遇上创
新热土，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广大游子踏上建设家乡
的征程，凤归周口成趋势。

引来凤凰后， 如何留下来？ 2023 年 7 月， 总面积
1300㎡的周口市人才之家揭牌启用，集“线下”一站式
服务窗口、交流洽谈、会议论坛、休闲联谊等功能于一
体。 人才之家启用以来，共举办座谈、会议、论坛、联谊
等活动 30 多场次，为 1200 多名人才办理“线下”业务。
人才之家的启用是周口市打造 “在周无忧” 品牌的一
环。 “在周无忧”为返乡人才解决在办事、安居、生活、社
交、创业、就业六大方面的后顾之忧，以品牌化保障在
周人才尽享周到的服务、灵活的政策、贴心的关怀。

目前，我市“1+21”人才政策“2.0 版”已开始实施，
未来将进一步健全完善工作机制， 塑造人才工作新格
局，升级人才政策新体系，探索招才引智新模式，实施
工作考核新举措，主动适应人才工作新形势，让更多人
才爱上周口、来到周口、留在周口！ ②22

家乡故土 创新热土

□记者 牛思光 文 / 图

身穿白大褂的王宛如， 在育种大棚里来回忙
碌着，别看她长着一张略显稚嫩的面孔，可做起农
活来却非常熟练，一点也不娇气。

“我也没有啥可采访的，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农村孩子。 因为学的是农口专业，毕业后看到家乡
人才引进政策，就想为家乡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
记者联系到王宛如时， 她还惦记着试验田即将播
种的大豆，希望采访尽量安排在午休时间。

王宛如是商水县谭庄镇人，浙江大学博士研究
生毕业，专业从事作物遗传育种方面研究。 王宛如
在 2023 年毕业时， 本来有很多待遇优越的就业选
择， 但从事农作物遗传育种研究的她再三考虑之
后，还是选择回到家乡周口。

“从考上大学到博士研究生毕业，我用了 9 年
多的时间。 ”王宛如简要介绍了自己求学历程，并
好奇地问记者，“你是不是有个疑问， 一个农村孩
子好不容易走出家乡， 毕业之后为什么不去外面
闯一闯？ ”

“我学的专业是农业，这决定了我就业选择的
大概方向和区域。 本来我也了解了河北省和山东
省的一些农科机构，但是想到家乡就是农业大市，
有大量的农田，以及良好的农业发展基础，我研究
的主题是作物遗传育种， 在家乡一定会有很大的
发展空间。 ”王宛如笑着说，“当时，看到家乡的人
才引进政策，觉得家乡的人才引进力度比较大，给
予的各方面待遇要优于其他地方， 同时也想着回
到周口，离家比较近，还能方便照顾家里人，就下
定决心回到家乡。 ”

“这些年我一直在高校内，作为一个刚刚踏入
社会的年轻人，对学校外的事情都懵懵懂懂。 来到
周口市农业科学院后，领导对我非常关心，很快配
齐工作上必要的用具， 需要的科研设备上也是优
中选优。 对于我可以享受的待遇，领导也提醒我及
时申请。 ”说起回乡后的经历，王宛如觉得回到周
口工作就像回到家里一样。

大豆育种是王宛如目前主要研究课题。 当下
正是大豆育种的重要时期， 和农田机械化种植不
一样， 农作物育种必须靠手工来完成。 王宛如介
绍，试验田里每个品种仅有几垄地，只能靠人工播
种，播种完成后还要浇水、补种，反复几次，等到苗
齐苗壮时，她心里才稍微踏实些。 谈起未来，王宛
如希望通过不断研究，可以孕育出高产、优质的大
豆，被全国、全世界所认可和接受。 ②22

□记者 刘昂 文 / 图

同位素示踪技术是什么？相信了解的人并不多。在
我市大力实施“凤归周口”工程中，有一位周口学子积
极响应号召，决定用该技术回报家乡，助力周口高质量
发展。

“我学的同位素示踪技术主要是以放射性核素作为
示踪剂，对研究目标进行标记的微量分析方法，用于研
究被追踪物质在植物或动物体内及周围环境中的迁

移、转化、运输、吸收和代谢规律等，在分析农药等有机

污染物的降解过程中发挥着独一无二的作用。 ”毕业于
浙江大学的高星向记者作出了解答。

从小生活在农村的高星还清晰地记得， 小时候在
田地里能经常看到，农民在种地时，使用农药、化肥后，
将包装瓶、包装袋随意丢弃于池塘、河沟、田边。包装内
的残留农药容易造成水质和土壤污染，并且包装瓶、包
装袋大多是塑料材质，在自然环境下不易降解。 “不过，
随着国家不断加大环保工作力度， 农民的环保意识也
持续提高，现在农村的沟渠河流、田间地头已经大变样
了。尤其是科技种田，大大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质量，
也提升了农民收益。 ”高星目睹了近年来周口农业高效
发展带来的变化。

绿色农业已然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主旋律， 高星
在读研究生期间， 重点研究的方向就是现代同位素示
踪与环境生态健康。周口作为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河
南第一产粮大市， 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
“农药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在保障粮食安全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但不合理使用不仅会造成资源浪费，同时
会产生大量环境污染物。 ”高星说，“从调查研究来看，
目前， 大多数城市还是直接采用常规的农药检测分析
技术，如 HPLC、NMR，这些方式灵敏度不是很高，存
在高风险的痕量污染物可能被遗漏分析的情况， 限制
了对农业生态系统中农药等有机污染物分析研究的进

展。 ”
高星所学的同位素示踪技术最常用的标记核素为

14C。 14C 同位素特异性标记具有精准、直观、痕量且
不受杂质干扰的优势，能直接反映农药的质量守恒、定
量结合残留和矿化的产生、降解物的组成，为进一步客
观评价环境健康风险、 农药等有机污染物的安全使用
提供理论依据。

说到对家乡周口的感情，高星从本科到研究生，手
机上一直有两个地区的天气预报，一个是学校所在地，
一个是家乡周口，一个用在生活中，一个牵挂在心里。
2021 年，高星毕业后，放弃了留在大城市发展的想法，
毅然决然回到周口参加工作。

高星坚定地说：“回周这几年，我见证了市委、市政
府奋力率先建成农业强市的信心和决心。 我会积极地为
家乡发展服务， 用自己的所学为农业生态环境安全、农
产品质量安全、 人民饮食健康安全贡献一份绵薄的力
量。 ”②22

凤归巢鸣心声 用实“技”助发展

博士生返乡当“农民” 立志育出大豆良种

王宛如近照。

高星近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