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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村子都老了，年轻人都走光了。”这是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中出生于东北山村的马亮发出的感慨。他放弃
了进修重点美术院校的机会，重返故乡，建设故乡。电影里有“神笔马亮”，其实，在现实中也有很多人做出了同样的
选择，他们扎根家乡，建设家乡，开启了一段别样的职场人生。 青年报记者 明玉君 实习生 朱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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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发展的陪伴者
“我的职业发展轨迹和园区的发

展是同频共振的。”1996年，19岁的
李军来到园区，从一线员工做起，伴
随着园区共同成长。园区刚成立的
时候，一眼望去还是大片的农田，道
路水电等基础设施配套还不完整。

“大部分的工作人员都是青浦本地
人。当时园区领导带着我们白手起
家，废寝忘食地建设园区。”让他印象
深刻的是，有一次，团队一起去市区
参加展会，为了第二天能够更好地参
展，从现场布置、材料准备到物品搬
运，董事长带领大家齐上阵，一直忙
碌到凌晨，都毫无怨言。

就这样，李军一点点看着原来的
农田变成工地，再变成企业。作为亲
历者和家乡的建设者，他的内心充满
了成就感。“一开始园区内只有几十家
企业，现在扩展到近3000家，实现超
过千亿元的产值和超过百亿元的税
收。”他骄傲地说，在这块56.2平方公
里的空间中，入驻的企业达 3000 余
家，仅获得青浦百强表彰的企业，就有
50多家都出自园区。

做过招商，干过企业服务，还负责
过经济运行与管理……多年磨砺和一
次次迎接挑战、攻坚克难中，李军逐渐
成长起来，从一名普通员工走上管理
岗位，并于今年4月被任命为上海青
浦工业园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委员、副总经理，深受认可。

最难能可贵的是，工作状态一直
比较忙碌的他，始终不忘初心。“我每
一天上班都和第一天来上班的感觉是
一样的，充满了干劲。”如今，对李军而
言，工作的模式和方式永远是不断创

新的过程。“我们做招商服务这块的，
需要不断与其他地方竞争，在借鉴别
人的同时也要形成具有特色的个人模
式。”李军坦言，服务这件事，只有更
好，没有最好。

美好家乡的建设者
在李军看来，他作为青浦本地

人，从小在这块熟悉的土地上成长。
园区工作给他带来很大的成就感，他
也希望通过个人努力让园区变得更
好，让青浦变得更好。“青浦区目前遇
上了进博会和长三角一体化这两大
重要国家战略，这是前所未有的。”

今年正值青浦工业园区成立25
周年，在李军看来，当下整个园区的转
型升级是比首次开发更困难的工作。

“我们不能止步不前，要继续努力将园
区提升到更高层次，让园区为青浦区
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李军的言语中
充满了信心。

而对于园区的培养，他总是心怀
感激。“感谢园区，在这里，我有了属
于自己的事业，也收获了幸福美满的
家庭。”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开放且
多元化的成长性平台，在这里会接触
到各种各样的人，也能够接纳并吸收
大量全方位的信息，值得多年坚守和
付出。

一个人不管在哪里工作，都只是
为了自己而努力，但当他在家乡工作
的时候，就是为了给整个家乡的发展
做出巨大贡献。对李军而言，家乡与
个人的关系，就是鱼和水的关系。“祝
愿青浦发展得越来越好，也希望青浦
能够成为真正的‘上海之门’，为整个
上海的发展贡献青浦区的价值。”这
是李军心中对于家乡最美好的愿景。

结下“扁豆情缘”
明确产业发展方向

选择农业就是选择辛苦。这十多
年间埋头田间，包括家人在内的很多
人，甚至乡里乡亲都对她表示质疑和
不理解：好好的一个大学生，为什么来
种田？从“都市丽人”到“扁豆姑娘”的
身份转变，一开始也让王黎娜很不适
应。“工作量是在银行的两倍，农忙的
时候更是忙得不可开交。”这么多年
来，她一心扑在农田，扎根农业，潜心
学习与钻研。

“我也曾有过坚持不下去的时
候。”刚回到家乡的第一年，王黎娜想
放弃的念头十分强烈，当时她的身体
处于长期高压和透支的状态，而父亲
的一句“你觉得我们合作社接下去往
什么方向发展”直接把她问住了。“我
当时还没有想清楚自己到底能做什
么，能做好什么。”

不过，在父亲的引导和不少贵人
的帮助下，她逐渐明确了日后的发展
方向——发展为了农民，发展依靠农
民，发展的成果和农民共享。

成为“职业农民”
创新思路打造科普教育基地

为了发展需要，她又抽时间专门
攻读了农学硕士学位，让自己成为真
正的“职业农民”，并组建了一支由硕
士、本科生、大专生组成的高学历青
扁豆种植队伍。2011 年，这个团队
在对19种青扁豆品种杂交、试种后，
培育出了“红刚三代”青扁豆新品种，
青扁豆的抗病性、商品性都有明显提
升，产量和经济效益也大幅提高。

拥有了可爱的女儿以后，王黎娜

在农忙时会将女儿也带到田间一起感
受自然，这是她与女儿特殊的“亲子时
光”。“她不仅很喜欢和我待在一起，也
耳濡目染地会向访客们介绍青扁豆。”
王黎娜渐渐发现，对于孩子来说，田间
课堂是很好的自然科学学习场所。

正是受到女儿的启发，目前王黎
娜结合当下乡村建设的热点与发展趋
势，在保证生产的基础上，致力于将青
扁豆生产基地进一步打造成青少年科
普教育基地，让更多城里的孩子有机
会接触乡村和农田。

扎根广阔天地
继续投身基层建设家乡

“趁年轻，去基层！”这是习总书记
对新时代青年寄予的厚望，也是王黎
娜扎根田间地头十余年来的切身感
受。她与父亲的扁豆产业带动了一个
城镇及周边乡镇的共同发展。“青扁豆
生产专业合作社从2004年成立发展至
今16年的时间里，已整体带动周边老
百姓增收共计20多亿元。”心怀感恩的
乡亲们亲切地把自家的新房称为“扁
豆楼”，把新买的汽车称为“扁豆车”。

浦东新区三农工作农口系统“先
进个人”、浦东新区“创业带头人”、上
海市“三八红旗手”标兵、“全国农业劳
动模范”、“上海市五四青年奖章”标兵
……十几年的田间磨砺带给她的不仅
仅是一项项殊荣，还有她对现代农业
未来发展前景的美好愿景。“乡村振兴
建设的关键是优质人才输入。农业是
一片广阔天地，只要肯踏实努力，必定
大有所为。”王黎娜希望未来有更多优
秀的年轻人投身基层一线，和她一样，
脚踏实地建设自己的家乡，建设中国
千千万万个美丽乡村。

“我是土生土长的浦东本土农民的女儿，父亲从小带着我在田间地
头种扁豆，摘扁豆。”王黎娜的父亲王红刚是当年那个把小小扁豆做成
上亿元大产业的“扁豆大王”。从小深受父亲影响的王黎娜，看到了都
市绿色现代农业发展的广阔前景，也怀揣着对家乡土地的热爱，在银行
工作两年后选择辞职，建设家乡。

作为上海九大市级工业开发区之一的青浦工业园区，起到了打造整个
青浦区制造业高地的重要作用。园区成立25周年来，李军作为园区的第一
批建设者，陪伴着园区一步步发展为现今创造整个青浦三分之二工业产值
的重地。李军是一名土生土长的青浦人，他很感谢园区对自己的栽培，也很
荣幸能为家乡的建设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青浦小囝”>>>
挥洒汗水 带来无限成就感

“扁豆姑娘”>>>
扎根乡土 带领乡亲致富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