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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9 点的广西北海涠洲岛，海风徐徐。

海上，一个人从船上纵身一跃，潜入海底，将拆分好的

珊瑚断枝捆绑在苗床上，开始他一天的珊瑚种植工作。此

人就是广西大学海洋学院副教授黄雯，他还是众多珊瑚

“宝宝”的“奶爸”。

从 2015 年第一次登上涠洲岛开始，黄雯及其团队对

涠洲岛珊瑚礁进行调查及修复工作，并联合相关部门在涠

洲岛设立了珊瑚礁修复区，将培育的各类珊瑚“宝宝”投放

于涠洲岛海域。除此之外，他们还会捡拾、收集掉落在海

底的珊瑚断枝，将其绑在由废弃蚝壳制成的苗托上，再潜

入水底将珊瑚种入水下苗床。

8 年来，黄雯不断往返广西大学和涠洲岛之间，带领

团队成员对涠洲岛的珊瑚进行修复，繁育了珊瑚十几种共

5 万多株，如今修复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

前不久，广西大学海洋学院与无境深蓝在广西北海涠

洲岛携手开展“修复一代·珊海同行”行动，来自全国各地

的百余名环保和潜水志愿者齐聚涠洲岛，种下了 1200 株

珊瑚苗。黄雯及其团队成员也参与其中。

“静谧的海底，有着五彩斑斓的珊瑚礁。珊瑚礁之于

海洋，就如同森林对于人类一样，必不可少。”黄雯对科技

日报记者说。

为珊瑚“宝宝”建起“避难所”

黄雯硕士和博士学位是在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获

得的。求学期间，黄雯学的是水产养殖专业，熟练掌握了

酵母双杂交、蛋白电泳、细胞培养等分子生物学技术。

到广西大学任职后，黄雯开始从事珊瑚礁研究工作。

但在这之前，他对珊瑚知之甚少。

从水产养殖转到珊瑚礁，其中的艰辛与难度只有黄雯

清楚。“干一行就要爱一行。一件事情既然做了，就一定要

拿到一个结果。”他说。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全球珊瑚礁退化十分严重，珊瑚

面临生存危机。

“珊瑚礁是海底的‘长城’，能够抵抗 70%至 90%的海

浪冲击。如果没有珊瑚礁的保护，珊瑚礁岩的沙质海岸很

容易受到侵蚀。”黄雯说，珊瑚礁还是海底的“热带雨林”，

虽然它只占海洋面积的 0.2%，却能为 30%的海洋生物提供

栖息地。

黄雯及其团队通过调查研究发现，由于涠洲岛属于相

对高纬度区域，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这里有可能成

为未来珊瑚“宝宝”的“避难所”。

为了更好地修复珊瑚，黄雯向饲养珊瑚的前辈取经，

与养殖珊瑚的人交流经验，一年几十次带领团队成员来到

涠洲岛种珊瑚，赴广东、广西、福建、海南等地开展珊瑚礁

调查、保护与修复工作。

2020 年，涠洲岛所在的南海区域出现了厄尔尼诺现

象，水下的珊瑚大片大片地白化。黄雯看着日渐暗淡的珊

瑚礁，急得吃不下饭。

为了挽救珊瑚，黄雯组织了一批潜水员，从涠洲岛的

珊瑚礁修复区将培育的珊瑚苗捞回，转到北海养殖场。“当

时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尽我所能去抢救珊瑚，将损失降

到最低。”他回忆道。

好在一段时间后，黄雯发现虽然原生珊瑚白化程度非

常严重，但他们移植的珊瑚白化程度较轻。

黄雯的日常工作基本分为两部分，除了在水下种植珊

瑚，就是培育珊瑚苗。选种后育苗，待珊瑚苗移植后，最重

要的一步就是对珊瑚进行定期维护，观察其生长情况。

经过这些年不断的努力，目前涠洲岛北部修复区珊瑚

成活率已经超过 80%。种下去的珊瑚苗长势良好，能看到

成群结队的鱼聚集在珊瑚礁附近。

现在，黄雯已经是广西南海珊瑚礁研究中心副主任，

他带领团队研究出了一套成熟的陆基珊瑚养殖技术、海区

珊瑚培育和移植技术，在珊瑚群体遗传学、珊瑚温度适应

机制、珊瑚礁生态修复等方面都颇有建树。

积极投身海洋科普

“珊瑚是天然的海岸屏障，也为多种海洋生物提供了

良好的栖息环境……”还没走进广西大学涠洲岛珊瑚馆，

记者便在门口听到了洪亮的讲解声。

给前来参观学生进行科普的人，正是黄雯。

除了高校教师，黄雯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广西大学涠洲

岛珊瑚馆馆长。该馆由广西大学海洋学院和北海市涠洲

岛旅游区管理委员会发起成立，专注于涠洲岛珊瑚保育和

大众科普公益，是全国最大的以珊瑚礁为主题的科研、科

普基地。

作为馆长，黄雯不遗余力地进行海洋知识的宣传与普

及，让更多人了解涠洲岛珊瑚礁的保护与修复工作。现

在，只要不下海，黄雯就会在广西大学涠洲岛珊瑚馆为观

众进行讲解。

“公益宣传非常重要，只有了解了珊瑚礁的重要性，大

家才会有意识地去保护它。”秉持着这样的理念，近年来黄

雯在大中小学、北海公益论坛、科技展馆等进行珊瑚礁科

普宣讲 80 余场次，寓教于乐、寓学于趣，结合自身的科研

工作，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公众进行珊瑚科普。

目前，涠洲岛正在现有火山地质博物馆的基础上建设

新的珊瑚馆。未来，新馆会展示黄雯团队的珊瑚礁保护以

及修复工作成果。

带领潜水员进行生态修复

为了更好地下海种植珊瑚，黄雯考取了国际潜水学校

（SSI）进阶开放水域潜水员证（AOW），截至目前他已经下

潜 600 余次。

2022 年 11 月，黄雯承担了由广西大学牵头、由国家生

态修复资金支持的“广西北海市涠洲岛珊瑚礁生态修复项

目”（以下简称项目）。项目修复面积 30 公顷，是早期修复

区域的 150 倍。项目修复区在涠洲岛北部蓝桥附近。

从 2022 年 12 月开始，黄雯便带领大量的潜水员在这

里修复珊瑚。其间，他还培训了大量的潜水教练参与工

作。

2023 年开年至 10 月，随着项目进度的加快，黄雯上岛

的次数越来越多，他的登岛天数已经接近 200 天。在学校

与岛之间来回奔波，成为他的日常。

在涠洲岛上，人们经常能看到，黄雯及其团队成员在

太阳下挥汗如雨地搬运格栅、立柱、苗床。重达几十斤的

苗床需要人工先搬到船上，再放到海里，加上一些别的配

件，立柱、钢钎等，每天的工作量都很大。

“在沙滩上很难使用机械设备，只能依靠人力，比较费

劲。”黄雯对记者说。

截至目前，黄雯及其团队成员已经为项目修复区建设

了 3 个苗圃区，搭建了 120 个苗床，投放了 200 个玻璃钢礁

体、450 个小水泥礁、500 个大水泥礁、150 个人工生物礁，

移植珊瑚苗 4 万余株。2023 年年底前，他们还会完成生物

多样性区域的建设和植苗工作。

“希望有更多人加入保护珊瑚礁的队伍。”黄雯说，“未

来，我们团队还将在技术上不断更新，修复更多受损的珊

瑚礁。我们也会在涠洲岛经验成熟后，将其推广到南海甚

至国外。”

图① 在广西涠洲岛珊瑚礁修复实验区海域，黄雯做
出下潜手势。

图② 在广西涠洲岛珊瑚馆办公室，黄雯在出海前检
查提前制作好的珊瑚苗托。

图③ 在广西涠洲岛珊瑚礁修复实验区海域，黄雯将
珊瑚苗托种入苗床。 新华社记者 刘岭逸摄

黄雯：在海底“植树造林”

③③

科技日报讯 （记者华凌）记者 11 月 3 日从北京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获悉，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教育

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联合印发了《关于本市企业招用高校毕业

生等青年享受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通知》提出，2023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间，北京行

政区域内的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等三类青年群体就业，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规定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每招用 1人

可申请享受 1000元补贴。

《通知》明确，高校毕业生等三类青年群体包括 2023 届及离

校2年内未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在北京登记失业的16岁至24岁

青年。企业申请补贴需同时满足 3个条件：一是在北京行政区域

内；二是在 2023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间，企业与政策范围内

人员依法签订 1年以上的劳动合同，且申请补贴时未终止或解除

劳动合同；三是企业申请补贴时，应为政策范围内人员足额缴纳

社会保险费至少 1个月。另外，符合条件的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

体工商户，可参照企业同等享受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政策。

企业申领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时无需跑路，全程实现“一网

通办”。企业可登录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在信息

系统中，向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申请，按要求上传

劳动合同电子文件并填写相关信息，系统将自动比对核实企业

的填报信息和参保信息。审核合格后，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将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资金发放至企业对公账户。

北京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的政策实施期限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日，企业提交申请的期限延长至 2024年 2月 29日。企业申

请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时，每名政策范围内人员的就业参保信

息和身份只能由一户企业用于申请享受，不能重复使用。

对政策范围内人员，企业如已申请享受一次性吸纳就业补

贴，并按北京相关规定，通过同一人员申请享受用人单位岗位补

贴的，需从岗位补贴中扣除。对不符合规定享受一次性吸纳就

业补贴的，人力社保部门将予以追回。

下一步，为进一步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北京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还将联合有关部门出台企业招用高校毕

业生等青年享受一次性扩岗补助的政策。企业享受优惠政策的

同时，还需注意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和一次性扩岗补助不能重

复享受。

北京：

企业录用三类青年可申领补贴

在“千校万岗”2024届首场线下招聘会上，众多毕业生在了
解招聘信息。 新华社记者 刘颖摄

如何进一步加强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

和使用？湖南省最近交出了一份答卷。

该省日前出台了《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青

年科技人才奋力打造青年科技湘军的若

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着力进

一步培养和引进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特

别是青年科技人才。

从五方面提供支持

《若干措施》从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

大梁、当主角，强化对职业早期青年科技

人才支持，对企业青年科技人才重点支

持，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创新创业以及加强

对青年科技人才服务保障等 5 个方面推出

18 条举措。

湖 南 省 科 学 技 术 厅 党 组 成 员 、副 厅

长曾立新介绍，《若干措施》针对湖南省

青年科技人才承担重大科研攻关任务较

少，以及过往对来自企业和 30 岁以下青

年 科 技 人 才 支 持 力 度 不 足 等 问 题 而 制

定。与此同时，《若干措施》按照人才成

长规律和科研创新规律，为处在不同年

龄阶段的青年科技人才，精准制定了相

应的支持政策。

鼓励年轻人创新创业

《若干措施》着力于将省实验室、在湘

省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

高能级创新平台，省重大科技攻关项目、

十大技术攻关项目、重点研发计划等湖南

省重大科技项目负责人队伍构成年轻化，

提出将 40 岁以下的青年科技人才担任平

台 、项 目 负 责 人 和 骨 干 的 比 例 提 高 到

50%。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将资助 40 岁以

下青年科技人才的项目占比提高到 75%。

《若干措施》还强化了对职业早期青

年科技人才的支持。

例 如 ，湖 南 省 在 站 博 士 后 可 以 申 请

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青年项目和

联合基金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30 岁以下青年科技人才的项目占比提高

到 35%；省级青年科技人才计划，支持 30

岁 以 下 青 年 科 技 人 才 项 目 占 比 不 低 于

20%；省属高校“双一流”专项经费中的科

学研究项目部分，重点用于支持职业早

期青年科技人才。

对企业青年科技人才，《若干措施》明

确提出省级青年科技人才项目入选对象

来自企业的比例不低于 20%。每年从国家

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

企业、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省高

新技术企业综合创新能力 100 强等科技型

企业中直接遴选省级青年科技人才 40 名

左右。

“《若干措施》还着力于全方位支持青

年科技人才创新创业。”曾立新表示。根

据《若干措施》，湖南省拟在省重点研发计

划中设置青年科学家项目，不设职称、学

历限制。在湖南省科技奖励中设置青年

科技奖项，并进一步提高青年科技人才获

奖比例。建立学术会议费用补助机制，鼓

励青年学术带头人发起和牵头组织国际

国内学术会议，按实际产生费用给予一定

比例的资金补助。湖南省创新创业大赛、

省企业科技创新创业团队支持计划等重

点支持青年人才。全面推行科技型企业

知识价值信用贷款，为符合条件的青年科

技创业人才提供最高 500 万元免抵押免担

保贷款。

湖南：18条举措助力打造青年科技湘军

每月中旬，在山东临沂平邑县临涧镇“四雁话振兴工作室”，

镇里会定期举办一场茶话会，村支书和致富能手们积极讨论，分

享村子增收和产业发展经验。

“巩书记，俺们都在等着你传授‘集体致富经’，你可不能藏着掖

着。”大伙打趣道。巩家村党支部书记巩三笑了笑说：“今年俺通过县

里组织的外出观摩学习，对接引进了羊肚菌种植项目。村里流转土

地、建设大棚，今年6月增收了8万元，建议你们明年也试试。”

20多岁的返乡“归雁”人才王晓檬提议：“咱们平邑气候适宜

林下中药材种植，发展很有优势。”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不知不觉

一个半小时过去了。

2023年以来，平邑县委组织部牵头搭建“四雁茶话会”等村级

后备人才沟通交流平台，各镇（街）立足实际抓好落实，凝聚“头

雁”“归雁”等人才服务基层，全力推动各类人才在农村施展才华。

平邑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蓝恭彦说，“四雁”包括村党组织

书记为代表的“头雁”、在外事业有成返乡的“归雁”、土专家、田

秀才等为代表的“鸿雁”，以及这三类人才带领或经营的经济实

体“雁阵”。在村级后备人才“选育管用”上，平邑县坚持多元化

选拔、常态化培育、制度化管用，县、镇（街）、村“三向”发力，让

“后浪”在乡村振兴大舞台上有了展现自己的机会。

像巩三作为乡村人才“回引”到村任职、引领乡村发展的村

党组织书记不是个例。平邑县通过“本土人才中推一批，大学

生、退伍军人中选一批，外出务工经商人员中回引一批，社会优

秀青年中招考一批”的方式，为村级发展储备人才。

1988 年出生的巩三刚当上村党支部书记时，也面临过村民

质疑。平邑县委组织部创新“课堂培训+党性教育+实地观摩”

培训模式，为他们搭建学习交流平台。理论培训加实践锻炼，让

“头雁”们卸下了思想包袱，村里各项工作逐渐有了起色。

“平邑县把建设高素质‘头雁’队伍作为基层党建工作的首

要任务，强化‘头雁效应’，让硬核‘头雁’带领‘雁阵’齐飞，不断

激发村级发展的内生动力。”蓝恭彦说。

此外，平邑县通过定制责任、考评、问题“三张清单”，及时清

退不称职人员；对表现优秀的村级后备人才，优先推荐作为各类

表彰对象人选，通过优胜劣汰的机制让人才更好地脱颖而出。

“现在是村级一体化考核排名，定期全县‘晾晒’，得力争扛

红旗。”巩三说。茶话会散场，大家干劲满满。

山东平邑：

人才“头雁”带领“雁阵”齐飞

长沙青年人才公寓工作人员（左）在为顾客办理入住手续。这所公寓主要面向岳麓山国家
大学科技城的企业员工、创业团队和周边大学师生。 新华社记者 薛宇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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