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爱吃牛肉的食客到发展
牛肉销售业务的企业掌门人，
符应花了10年。

生于海南文昌、求学于澳
大利亚，又回到海南创业的他，
有着新生代华侨的共同特点：
有想法、敢打拼。符应介绍，他
从事和牛销售业务，源于自己

“爱吃”的喜好。“在澳大利亚，
美食是我和同学联络感情、增
进了解的重要媒介。”符应回
忆，正是在寻觅美食的过程中，
他与澳大利亚和牛结下了不解
之缘。

和牛是全球公认的顶级优
质肉牛品种。20世纪90年代，
澳大利亚畜牧企业引入日本和
牛品种，开始了大规模养殖、全
球销售的商业化进程。如今，
澳大利亚和牛已成为全球和牛
市场的主要品类之一。

“澳大利亚和牛这么好，能
不能进入中国市场？”2013年前
后，凭借在澳大利亚海南总商
会实习时积累的人脉和经验，
符应开始尝试做和牛生意。“从
一个集装箱的货量开始，我慢
慢找到了门路。”

创业初期，符应曾面临巨大
挑战。2016年，一笔大宗订单
因客户的资金链断裂而不得不
取消，从澳大利亚运至中国的和
牛肉积压在码头，如果不能快速
找到新的销路，损失只能由符应

自己承担。“我硬着头皮找澳大
利亚海南总商会的朋友借钱支
付尾款，找熟悉中国市场的朋友
分销积压的和牛肉，应对这件事
让我成长了不少。”

在经营中摸爬滚打，符应
渐渐找到了打开细分领域市场
的钥匙。公司的客户不再局限
于牛肉批发商，而是包括连锁
餐厅、连锁超市、高端烤肉店等
多种类型。符应还抓住中国和
牛市场快速增长带来的机遇，
打通了“从牧场到餐厅”的销售
渠道，减少中间环节，降低牛肉
价格，让客户买到性价比更高
的和牛肉。

回到海南后，符应借自贸
港政策东风，不断拓展牛肉销
售业务覆盖范围，还在海口创
设了一家名叫“墨村牛人”的餐
饮门店。

“目前，我们公司的供货地
除了澳大利亚，还有新西兰、乌
拉圭等国；公司的规模也从最
初的3个人增加至近百人，在中
国和牛市场上，我们也是排得
上号的品牌了。”符应说。

自诩为奔走在国际贸易航
线上的“放牛娃”，符应对海南
自贸港的发展前景十分看好。

“我们的目标是立足海南，把更
多优质牛肉送上中国百姓的餐
桌，这也是国家扩大开放带给
我们的商机。”

说到为什么要做公益教育，
张运年有长长的故事要讲。

“还在剑桥念书的时候，我
便开始关注海南乡村教育。”张
运年说，他喜欢“不走寻常路”，
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创造社会价
值，是一种更长远、更有益的“投
资”。“我想从这样的‘投资’中实
现我的人生价值。”

在实地调研中，张运年发现
海南乡村教育领域存在教师数
字教育意愿低、科学教育数字教
学资源匮乏、其他学科教师代上
科学教育课等问题。尤其是中
部市县，这几类问题比较显著。
于是，他结合调研成果和理论分
析，制定了一个旨在以数字教学
资源促进海南乡村科学教育发
展的“蚕丝计划”。

2021年3月，张运年主持的
“蚕丝计划”在定安县落地。他
们将30所学校列为第一批试点
学校，通过升级数字教学资源的
模式，尝试改善科学教育的现
状。“项目名称取自‘春蚕到死丝
方尽’的典故，寓意我为乡村教
育发展作贡献的决心；同时用英
文‘Chance’的谐音，希望这个
项目能让乡村地区的学生有更
多机会获得优质教育资源。”

项目启动后，张运年很快遇
到了困难。在他的设想中，优质
网课资源投入试点学校后，科学
教育的成效就会显现。然而，事
实并非如此——教学硬件故障
频出，师生参与热情不高，“蚕丝
计划”第一期效果不佳。

“这让我意识到，提升乡村

科学教育水平的关键，在‘人’。”
2021年末，张运年邀请好友与
试点学校的教师交流数字教育
的体验和心得。他意外发现老
师们的热情很高，对新设备、新
知识非常感兴趣。

为了更好地帮到老师，“蚕
丝计划”第二期缩小了试点范
围。结合教师们反馈的需求，在
定安教育部门的支持下，张运
年团队为试点学校提供优质数
字化教学资源——“美丽科学教
学平台”，以帮助教师们备课授
课；同时，开展“科学家科普进
校园”、科学教师研修培训与公
开课观摩等活动，提升科学教
师的教学技能，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

“我们还建了微信群，由专
职联络员解决老师们在教学过
程中碰到的疑难问题。”张运年
说。记者看到，这个微信群共有
200 多人，各校的科学老师与

“美丽科学教学平台”的专职联
络员几乎每天都在交流碰撞，解
决问题。还有一些老师在群里
分享优质数字资源。

怎么把公益教育做得更可
持续，是张运年最近一直在思考
的问题。“既要设计科学的评估
系统，也要把‘蚕丝计划’的经验
分享出去。”张运年介绍，他经常
利用各种交流活动分享自己的
创业心得，比如在第十七届世界
海南乡团联谊大会举办期间，他
在世界海南青年论坛上倡导广
大琼籍青年发展公益事业，加入
振兴海南乡村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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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侨眷张运年学的是金融专业，令许多人感到意
外的是，从剑桥大学毕业后，他没有去伦敦、上海等国际金
融中心求职，而是选择回到家乡海南，跨界做起了教育工
作。他在定安县实施公益教育项目，免费为试点学校提供
数字教学资源，只为推动海南乡村科学教育发展。

侨心向党

核心提示

历史上，一代又一代海南人漂洋过海，勤勉奋斗，在侨居国和地区发展事业，
赢得广泛赞誉和尊重；旅居世界各地的琼籍乡亲，心系祖国，通过各种方式回报家
乡，为海南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种勤恳务实的创业精神和热烈真切的赤子情怀一脉相承，也在新生代琼籍
华侨华人身上生动地体现出来。

“80后”琼籍华侨符应已从事和牛销售业务10年，得益
于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和澳大利亚成熟的和牛产业体系，
把生意越做越大。2017年，身为澳大利亚海南总商会副会
长、丹德农食品（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的他带着资金回到
海南创业，发展跨境牛肉贸易，开设餐饮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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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运年与试点学校的学生一起听科学教育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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