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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绍兴市柯桥区总工会举行女
职工乡村宣讲技能大比武，从50多位乡
村宣讲员中脱颖而出的 7 位选手，结合
各村美丽乡村建设特色进行实地宣讲。
最终，来自福全街道徐山村的郭甜甜摘
得桂冠。为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柯桥区
总工会组建了一支由 50 多位女职工组
成的志愿乡村宣讲团，通过素质培训、讲
解比武等，宣传推介农宿、乡村景点、乡
村疗休养基地等优质乡村资源，促进乡
村建设、乡村旅游、乡村经济等发展。

钟伟 赵炜

兴趣和体魄比知识更重要

俞德超出生于浙江省天台县街头镇，这里青山起
伏，绿水环绕，风景绝佳。幼年的俞德超，感受最深的
是农村经济条件落后、物质匮乏，放牛、砍柴是俞德超
童年生活里最深刻的记忆。

1982年，俞德超参加高考，他希望在大学学习经
济方面的知识，毕业后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于是他
选择了浙江林学院（浙江农林大学前身）一个名为“经
济林”的专业。直到进了大学，俞德超才恍然发现：经
济林主要从事果树栽培、生物技术等领域的学习和研
究，毕业后大多去农场、林场工作，而不是他想像的从
事经济管理工作。

俞德超说：“当时大学都没有转专业这一说，所以
潜下心来学专业成了唯一出路，没想到就此歪打正
着，从经济林专业本科到植物生理学硕士，再到中科
院分子遗传学博士，我就这样走上了生物制药的道
路。”

大学期间的学习生活，给俞德超留下了许多美
好的回忆：“当时大学生活没有现在这样丰富多彩，
大部分学生读书都很努力。印象最深的是语文，虽
然当时我的语文不好，但我觉得那是一门非常有用
的学科。我那个时候化学很好，对化学花的心思也
就多了。学习大概都是这样，成绩不错兴趣就浓
了。”俞德超说，大学期间掌握学习方法比学习知识
本身更重要，大学生要找到自己的学习兴趣，有了兴
趣才能学得更好。

说起大学时的经历，给俞德超留下深刻印象的还
有山林野外实践：“大学期间，我们要识别很多树，我
那时候在天目山实习好几个月，整天泡在山林里。”大
量的野外实践，使俞德超练就了强健的体魄，他深有
感触地说：“我很感谢我的父母和学校，正是大量的劳
动和实践为我的健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让我一生受
益。我觉得大学期间，大家要好好锻炼，革命的本钱
要好好守护。”

开发中国老百姓用得起的生物药

在中科院完成分子遗传学博士的学习和研究后，
俞德超进入美国加州大学开展博士后研究，走进了生
物制药领域。他先后供职于多家美国知名生物药企，
并迅速成长为美国生物制药领域的“大牛”，在美国期
间，因杰出的科研成果，哈佛大学向他抛来橄榄枝，但是俞德超却婉拒
了。

美国是全球创新创业能力最活跃的国家，身处生物制药战线最前
沿，俞德超深刻感受到生物制药产业的发展一定要靠创新。同时，他
也不无遗憾地发现，在欧美很多国家，有太多太多的“中国制造”，但唯
独在生物制药领域，找不到一个中国制造的生物药。

“在美国，每当听到国内患者因为买不到或买不起进口药而得不
到及时医治，我都感到非常难过。作为一个从事生物药研发的中国
人，我的梦想就是开发出中国老百姓用得起的高质量生物药，惠及祖
国的父老乡亲。”2006年，俞德超毅然回国创新创业。

放弃在美国打拼多年的事业和优渥的生活，对俞德超来说，既有
实现理想的抱负，同时还有对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准确判断。“生物药
市场约占全球药品市场的32%，在中国，这一比例不到5%。”俞德超用
国际通用的“生物反应罐”的规模和单位产能来说明中国生物制药产
业水平：美国 130多万升，韩国 67万升，而中国仅 3万升。在中国，生
物药大有可为！

为了惠及更多中国患者、践行回国创业的目标，2011年，俞德超
在苏州工业园区创办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他说之所以为
公司取名信达，是因为《论语》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言而无信，不知其
可也”。“信”是一个人、一个企业安身立命的根基，只有始于信方能达
于行”。

“中国生物药自主创新能力弱，产品质量和生产厂房达不到国际
标准是重要原因。”俞德超表示，信达成立之初就着手建立了同时符合
中国、美国、欧盟标准的生物药生产线。

从信达走向世界

在生物制药领域，有一个共识：开发一个新药需要 10年、10亿
元。创办信达几年时间，俞德超坚持用国际化平台、国际化人才、对接
国际化标准以此来推动信达实现更快发展。

从一间办公室、一人回国创业，到现在聚集400多名高端人才，其
中不乏国际顶尖人才；产品从当初的“一无所有”，到现在形成了包括
十二个抗体新药的高质量产品链，其中五个产品进入临床研究阶段，
两个新药入选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融资从创办初期

“含着金钥匙出生”到去年累计完成4.9亿美元融资……信达的发展速
度之快、专业实力之强、创新成果之丰硕，打破了“行业共识”，创造了
生物制药领域的奇迹。

更令人欣慰的是，从信达走出的“中国制造”正在走向世界，成长
为“中国创新”的一面旗帜，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力量。2015年，信达
与全球500强企业美国礼来制药公司达成战略合作，签下了总金额为
33亿美元的“中国生物制药国际合作第一单”，创造了“中国人发明的
生物药海外市场第一次转让给世界 500强药企”“中国造创新药第一
次卖出了国际价”等多个“中国第一”。俞德超还作为中国创新企业的
杰出代表受邀参加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第六次中美创新对话”，并在
大会上发表演讲。

俞德超说：“创新永无止境。信达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持续的创
新。”为了提升创新能力，近期，他又开始了大学生活，成为马云创办的
湖畔大学第三期学员。他说，创新在今天被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
度，现在中国政府谈创新更加落到实处，对于青年人创业是一个大好
时机，但创业的基础是创新，青年人要在基础研究上多下功夫，为中国
的原始创新多作贡献。

俞德超说：“大部分成功的企业，都基于创新，创业不等同于创新，
创新难，创业更难。创业是在创新基础上进行的商业行为，创新的东
西不一定能用于创业，创业还需要与市场等多种因素结合。”他希望青
年学生，要坚守创新，也要勇于创业，要多尝试。创新创业虽然艰辛，
但只要坚持努力，总有实现梦想的时候。 陈胜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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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株株快要枯去的树根，经一双巧手重现
生机，移至盆中，经修剪或嫁接，变为一盆盆充
满意趣、清奇幽静的盆景。

完成这一美丽蜕变的巧手，来自宁波市鄞
州区瞻岐镇南一村村民周静良。

今年 50岁的周静良，每天上午上班，下午
就待在家里，摆弄他的树根盆景。

“十多年前，我在别人家里看到那些树根
盆景，一下子被这种天然与人工修剪相结合的
独特造型所吸引。”周静良说，他的盆景制作之
路，完全是靠兴趣加自学一路走来的。

一开始，他拿到那些树根，一心琢磨着怎
么养活，怎么修剪，很多问题都向老前辈们请
教，后来，又买了很多专业书自己看，自己学。

至今，周静良已制作出上千盆树根盆景，
用他的话说，这是一个不断用好的淘汰不好的
过程，最初的那些作品，现在完全不入他的眼，
或送或卖，都已处理掉。在十多年的摸索中，
他不断提高手艺，培育、修剪、嫁接的技术越来
越娴熟。每当手头有一株树根时，他都会沉下
心去思考：怎样修剪，怎样造型，才能诞生完美
的作品。

走进周静良的家里，不大的院落，仿佛一
个小小的盆景园，几十盆树根盆景，是他十多

年来的精品力作。
有微型盆景，小小的树根，几根缠绕的枝

条，一片片舒展的绿叶，就是精致的风景。有
半人高或一人高的大型盆景，千奇百怪的形
状，有着千山万壑的雄浑，葱葱郁郁的绿叶，间
杂着鲜花，仿佛山林间的胜景。有的树根与花
木间，加一些青苔，添置一座怪石嶙峋的假山，
俨然是古典园林的气象。

周静良最珍爱的是两盆造型相似，又有些
对称的盆景，不同的树根，却像是孪生兄弟，放
在一起，像是开屏的孔雀。

周静良家的后山，是他培育树根和修剪造
型的基地。这几天，他正在打理一批赤楠：“这
些枝条会慢慢变粗，叶片会越来越多，等过两
年，盆景会越来越好看。”

这些树根盆景，在周静良巧手的打理下，
宛若重生。

“树根盆景，最重要的是树根要足够苍老，
有一种古朴的年代感和沧桑感，这样的树根现
在越来越少，本身就有收藏价值。其次，就是
造型的特色，根据其天然姿态，经过精心修剪，
越古怪生动，越有看头。”周静良道出他对树根
盆景的审美理解。

这些树根是他通过各种渠道收购的，也有

慷慨的熟人赠予他的。收到快要枯萎树根的
时候，为了让它早点抽出新芽，周静良要非常
精心地照料它：先清理树桩，再用尼龙薄膜把
它细致地包扎起来，用水浇灌，或放置阴凉处
或面向太阳，待老树桩抽出嫩芽，移植到泥地
里，再经过施肥培土等精心培育，最后移栽到
大盆里，进行修剪、造型、嫁接打造。

从快要枯萎的树根变为妙趣横生的盆景，
需要两年左右时间。在这过程中，周静良要照
料好它们，还要完成四五轮修剪和造型，就像
艺术家，需要长期酝酿，不断修改，才能完成一
件作品。

制作盆景已成为周静良最大的业余爱好，
随着技艺越来越精，他在周边地区的名气也越
来越大，有从宁波市区、北仑、镇海、慈溪、余姚
等地慕名而来的爱好者，也有来自舟山、义乌、
台州、金华等地的藏家，有来欣赏的，有来交流
的，也有来购买的。

周静良说，每盆盆景都花费了他很多心血，
每次创作完成，心里都特别有满足感，而每当树
根到手，他又会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冲动。

在周而复始的过程中，他唯一的追求就
是，下一件作品能更加完美。

谢良宏 吴海霞 史久阳

周静良 巧手回春让树根重现生机

王胤是陕西人，是位 80后。2014年，王胤
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当时国内
空气污染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王胤
发现，自己所积累的激光高灵敏度气体分析
十余年的研发经验，正好可以用来帮助优化
工业锅炉的脱硝工艺和节能减排。他决定回
国创业。

当初拟选择上海作为办公地点。后来，王
胤遇到了一位在甬创业的清华校友，对方建议
他来宁波创业。宁波生活成本不算高，而且，传
统制造业非常发达，产业和人才匹配度较高，可
以满足高端制造型企业的研发和生产需求。

但创业并不是一条平坦的路。“我们做的
所有产品基本都是依托中红外激光光谱分析
这一技术。”王胤介绍，目前这种中红外激光光
谱分析技术是激光检测领域的热门方向，但由
于较高的技术壁垒，之前多存在于实验室或者
研究机构，王胤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课题正
是此类研究。

当年9月，企业在鄞州区注册成立，但真正

将中红外激光光谱分析技术应用于现场工况
环境，并能实现产品量产，也是一年后的事了。

一次上门现场服务企业的经历，给王胤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实验室中，产品没有任何
问题，他信誓旦旦地跟客户保证没问题。结果
客户企业装了两天都没调试出信号。客户倒
是很宽容，让他们搞定了再电话联系。

第二天傍晚，作为企业董事长的王胤让员
工们先行离开。沮丧的他拨通了妻子的电话，
妻子安慰他，失败是暂时的，问题既然是出在
技术上，组织企业技术团队逐个排查，肯定可
以突破难关。

有着清华理工背景的王胤身上也具备着
清华男的创业特质，工匠精神则是其中之一。
随后，企业不断调整完善技术和产品，最终使
问题得到解决，运行起来的产品让客户非常满
意。

此后，“海尔欣”也获得了包括宁波市和清
华大学在内的各方面关注，王胤先从国内科研
机构入手，与之开展合作，逐渐打开了国内外

市场，由于产品的独创技术优势，企业拥有较
为主动的定价权。如今，中红外激光高精度氨
分子在线检测系统及解决方案已在中科院等
研究机构及浙能集团等企业应用。

目前，“海尔欣”已推出十余种类别的产
品，拥有十几项国内外专利。

在王胤的规划中，高端分析仪器的“进口
替代”具备极大的市场潜力，将是今后的主攻
方向。“‘海尔欣’对自己定位是类似安捷伦、西
门子等高端仪器商，今年将专注在分析仪器圈
内打开口碑，预期营收数千万元。”王胤说。

随着“海尔欣”的发展，王胤自己也在进
步。“创业像下一盘棋，尤其是更像下围棋，而
且他的难度比围棋还要大。”王胤说，“围棋是
一种完全信息博弈，创业是不完全信息博弈，
需要根据外界环境持续优化短期方法和中期
策略，但赢得胜利的总目标不变。”

王胤把创业比作一次马拉松，是一个漫长
的过程，由点及面地步步为营才是正道。

张文胜

王胤 用激光检测技术助力环保事业

【人物名片】俞德超浙江农林大学
1986届经济林专业毕业生，现为信达生
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
长。国家生命科学领域极具影响力的
海归人才、中组部“千人计划”国家特聘
专家、“2014创新中国十大年度人物”、
“国家2016年度十大科技创新人物”，
拥有61项发明专利，其中38项为美国
专利。

浙江农林大学生物技术143班学生邹哲宇
日前被浙江大学录取为生物物理专业的硕士
研究生。

说起自己的考研经历，邹哲宇觉得自己的
成功虽然是平时的点滴积累，但是更与自己的
兴趣是分不开的：因为对专业的兴趣，她各科
专业成绩名列前茅，四年平均绩点达到 3.99，
因为对花艺的兴趣，她创业开花店，恬静优雅
地包扎精致的花束；因为对科研的兴趣，她谨
慎冷静地分析实验报告，发表的论文多次获
奖。

邹哲宇说，一个有爱好，能将兴趣与学习
科研相结合的学霸才是一个好学霸。

做感兴趣的事，痛苦也是快乐

邹哲宇在大学里，毫无疑问是个学霸，年
年拿奖学金、年年获得各类优秀，做科研、参加
竞赛、发表论文。因为对专业的热爱，邹哲宇
的大学生活，过得精彩而欢乐。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大三即将结束的时
候，邹哲宇却开起了一家花艺店。

2017年 6月 4日，她偶至大西门外一家小
小的花店，得知老板也是自己学校的学姐之
后，随即找学姐谈了想法，两人一拍即合。

从那以后，两个人一起经营花店，边上课
边开店，早出晚归。一开始只是零售和包扎花
束，为了精通这个手艺，她还特地花了 3500元
学习专门的花艺课程，学成回来后她们就拓展

了业务，开始做婚车、花篮插花等服务。
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一个叫“花

述·花艺馆”的小店。
谈到其中最难忘的经历，她难掩兴奋，“教

师节那次是最累的，由于前期很多好朋友宣
传，所以订单特别多，9月 9日那天还通了宵，
好在辛苦没有白费，那天盘算下来收获了6000
多元呢！”

一路走来，她在享受创业带来成就感的同
时，也怀着感恩之心对待生活给予的一切。邹
哲宇觉得，大学生活是最幸福的，只要有兴趣，
就应该去积极尝试。

考研和开花店一样，想好就行动

花店开得挺好，但是邹哲宇忽然决定考
研，这是她与父母谈判妥协后的决定。父母一
直希望她考公务员，过体面又安稳的日子，但
她却执拗地不愿意。在决定考研的时候，距离
考试只剩两个月时间。

创业开花店之路很快终止。花店关门的
第二天她就报考了浙大研究生考试。之后的
两个月时间，她像个使徒行者一样穿梭于万千
考研大军之中。

“我当时就给自己一条路，每天都只在想
方设法地更好地准备考试，一旦想清楚了，就
不会有放弃的念头了。”邹哲宇说：“我不介意
梦想实现得晚一点，或者说我的人生多实现一
个理想，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考研的时间里，邹哲宇早上 7 时 30 分起
床，到晚上11时入睡，没有熬夜，还偶尔开个小
差放松放松，加上室友一起考研的原因，浓厚
的学习氛围以及彼此的加油鼓劲，最终，她轻
松圆梦浙大。

喜欢就好，青春就是要折腾

在短期内如此高效率地通过考试，邹哲宇
觉得开花店的经历帮了她，考研和开花店有着
异曲同工之妙。

邹哲宇说，花艺与科研都是她的心之所
向，做喜欢的事自然就忍不住勤奋了；花艺设
计不能够一味地模仿，既要学习其他花艺师的
设计理念，又要有自己的风格，考研复习也一
样，既要参考学姐学长的学习方法，又要结合
自己的学习情况，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邹哲宇觉得，自己对兴趣的坚持源自于对
生活的热爱和不将就，搞科研的理性与做花艺
的感性使她的性格成长得更为饱满，这才是年
轻人对生活的正确态度，人生就应该活得热闹
又骄傲。

对于今后的打算，邹哲宇表示，自己不会
放弃对花艺的执着，科研和花艺都喜欢，花艺
店过几年可能会再开。

她说：“曹友志老师曾经鼓励过我，你才25
岁不到，有资本去折腾；等到35岁了，你想折腾
都会自己选择放弃，都不用别人阻拦你，那时
候才悲哀了。” 陈胜伟 俞洁

开花店写论文顺便考个研究生
将兴趣与学习相结合的学霸邹哲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