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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客说

文·本报记者 刘晓莹

与很多创业者一样，邓奕喜

欢穿着休闲外套和运动裤。作为

前酷投 CEO，现北京眼缘儿科技

CTO，在邓奕的理解中，创业一

定要快，在当前形势下，你某一步

走慢了，可能就错过了一个快速

崛起的机会。

邓奕技术出身，对产品的要

求精益求精，但在探讨完产品设

计还要考虑公司的商业模式，在

最难熬的时期，他常常失眠，半夜

两三点还在工作。从酷投 CEO

到眼缘儿 CTO，从初期的焦虑不

安，到如今的从容淡定，邓奕说他

从创业的过程中学到了太多太多。

对现在的互联网+浪潮下创业者，邓奕提出了一些建议说：“创

业就一定要快，核心要务要快速发展，否则错过时机可能就会失败。

非核心业务可以外包给一些专业的团队，例如基础设施可以使用云，

网站可以外包给 IT 公司。创业公司最大挑战就是招人难，最行之有

效的方式就是高工资挖人，否则就很可能因为缺少人员而影响项目

推进。”

“眼缘儿是一站式的宠物交易服务，解决买卖双方各种痛点的

O2O 产品。”为何加入眼缘儿呢？邓奕在接受采访时说，由于之前项

目的停止，在资方的介绍下，来到眼缘儿科技人 CTO，开发国内宠物

狗交易的 APP，这款 APP 是一款 O2O 产品，主要是针对在宠物狗交

易的过程中价格无标准、健康无保障、购宠人缺乏专业购买指导的问

题，整合国内专业繁育犬舍，从繁殖基地直接送达终端买家手中。邓

奕解释说：“我们就像滴滴打车，买方发需求，卖方来接单，当然具体

细节还是有很多差异的。”

北京眼缘儿科技CTO邓奕：

走慢一步就可能错过
一个快速崛起的机会

中央企业牵头国家及地方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达141个

10 月 10 日，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采取多种形式推进

“双创”工作，目前已牵头国家及地方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41个，发起

和参与基金 179只，募集资金总规模超过 5000亿元。

国务院部署“双创”工作以来，中央企业从企业实际出发，采取创

业孵化、创投基金、研发资源共享、技术服务支撑等多种形式推进“双

创”工作，目前，中央企业牵头国家及地方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41个；

52 家中央企业共发起和参与基金 179 只，募集资金总规模超过 5000

亿元；构建面向社会的创业创新孵化平台 57 个，创业创新技术平台

27个，创业创新活动平台 23个。

国资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和未来一个阶段将重点推动三个

方面创新，一是大力推动协同创新，创建一批产业协同创新平台，打

造工业互联网创新平台，搭建创业创新孵化平台，搭建创业创新服务

平台，完善技术创新信息平台；二是大力推动自主创新，落实“中国制

造 2025”战略，突破和掌握一批关键技术，引领未来产业发展，坚持

以市场为导向，大力推广先进实用技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

级，加强研发机构建设，提升企业核心技术和产品开发能力；三是大

力推动人才机制创新，重视多层次人才引进和培养，创新科技人才成

长机制，注重企业创新文化建设。 （据新华社）

青海组建锂镁产业创新联盟
打造产学研用平台

据经济日报报道，由中科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等发起的青海省锂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和由青海三工镁业有限公司等 16 家镁产业

企业联合发起的青海省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日前成立。

青海省锂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将按照《青海省千亿锂电产业

发展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积极打造青海锂电产业链，为形成集盐

湖碳酸锂、锂离子电池正负极材料、锂离子动力和储能电池生产为一

体的完整产业链提供技术支撑；青海省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主

要凝聚各成员企业关于镁产业发展的共识，打造产、学、研、用多赢的

平台，加快构建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体系，整合优质资源，完善业内技

术标准，提升青海镁产业在国内外市场的总体竞争力。

中国橡树产业联盟在冀州成立
成为苗木产业联盟的专业分支之一

10月10日，中国橡树产业联盟成立暨中国（冀州）橡树植物研究所

授牌仪式在冀州市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橡树产业相关领域的学

者、企业和冀州当地农林业企业、种植户等200多名代表共聚一堂。

据了解，中国橡树产业联盟是由国内从事橡树企业的企事业单

位、教育科研机构、社会团体等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质的联盟组织。

中国橡树产业联盟由河北、安徽、湖北、湖南、浙江等地的 10 余家企

业代表以及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专

家学者共同发起，成为中国苗木产业联盟的专业分支之一。联盟的

成立，将进一步提高园林绿化行业对橡树物种的关注度，有利于整合

行业优势资源，推动苗木生产向细分领域发展，促进衍生产业发展，

产生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效益。

中国橡树产业联盟成立、橡树植物研究所在冀州挂牌，进一步深

化了冀州市与中国苗木产业联盟的合作，拓展了苗木产业发展新空

间，标志着冀州市向着建设“中国苗木之乡”迈出了更加坚实的一步。

中国橡树产业联盟成立暨中国（冀州）橡树植物研究所授牌仪式

上，冀州市还举办了冀州农林产业招商推介会，衡水湖森林公园、万

亩有机果品园区、万亩林药间作园区、中国冀州国际花木城、万亩红

橡树种植园区等 5 个重点推介项目受到与会企业的关注，部分项目

达成合作意向。

他是一个敢闯敢拼的人，将买房结婚的 20万元拿出来创业；他是当地第一
个蚕桑学大学生，却不安现状，没有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天天想着创业。他就
是山东省夏津县桑树种植合作社的社长王传振，一个实践着“新丝路”创业梦
想的“90后”。

王传振：黄河故道，植桑养蚕

“90后”的“新丝路”实践

今年 25岁的王传振出生于山东省夏津县香

赵庄镇王寨村，是个不折不扣的“90 后”。要谈

起一个“90 后”是如何与养蚕结缘的，那还得从

2009年的高考说起。

那一年王传振高中毕业，填报高考志愿时，

他首先选择了最感兴趣的经济学。可命运偏偏

跟王传振开了个玩笑，录取时专业被调剂，于是，

他成了山东农业大学蚕学专业的一名大一新生。

虽然专业并非首选，但王传振还是分外珍

惜在大学学习的每一天。而随着不断地学习，

他渐渐从植桑、养蚕中发现了乐趣。虽然大二

时有机会重选专业，但王传振还是坚持留在了

蚕学专业。

随着专业知识逐步丰富，如何学以致用就成

了王传振思考的问题。在读大三时，王传振想运

用所学，看能不能生产出产品，带来效益。于是，

他向学校申请注册了“新丝路创业中心社团”，与

20多位同学一起开始了校园创业。

创业过程中，王传振与同学研究蚕桑综合

利用，陆续推出了桑叶茶、蚕丝被、蚕纱枕等产

品，并在小范围推广。不仅如此，王传振还与

当地实验小学合作，对小学生们进行养蚕科

普，推广宠物蚕。一年多下来，整个创业团队

收入 2 万多元，这也让王传振对未来从事养蚕

行业有了信心。

2013年 4月，大学即将毕业的王传振在撰写

毕业论文时，将目光投向了家乡的那片古桑树

群。为了做好论文，王传振在森林公园一住就是

70 天，每天外出调查，拍摄了近 7000 张图片，将

18 个桑葚品种分门别类。最终，这篇名为《夏津

古桑葚树生物学性状调查及思考》的毕业论文完

成，并被学校评为优秀毕业论文，并成为山东省

农科院、山东农业大学了解夏津古桑树群的参考

文献。

误入“养蚕”行

大学毕业后，正值家乡“葚果之乡，生态夏

津”声名鹊起，王传振看到桑葚中的含金量，便毅

然放弃大城市优厚的待遇，决定回到家乡发展。

为了了解桑葚的用途和商业价值，王传振先到县

里的一家桑葚酒企业工作，用 8个月的时间里边

干边学，了解和掌握了桑葚酒酿造流程。

由 于 桑 葚 苗 培 育 适 宜 的 温 度 在 25℃ —

30℃，必须先在冬暖式大棚里育好苗，然后再移

植到这大田里。因此，为了培育桑葚苗，2014 年

6 月，王传振承包了本村的一个冬暖式大棚，仅

租赁费用就达到 6万元。另外，由于育苗到销售

两年的时间里，是没有效益的，为此，王传振的父

母拿出了家里仅有的、原本准备给王传振结婚用

的 20多万元，支持他的创业梦想。

桑蚕不分家。有了桑树，王传振开始拾起他

养蚕的“本行”，并注册了一家生态农业公司，继

续沿用了“新丝路”这个名字。

2014年 9月，王传振在黄河故道生态旅游区

杏坞园建起了养蚕试点，开始试验养蚕。虽说在

大学期间也养过蚕，但那时毕竟有老师指点，这

次才是王传振真正的第一次独立担当。为了养

好蚕，王传振有时候要一连盯上三四天，不仅没

睡过囫囵觉，就连饭也顾不得吃。然而，也许是

太没经验，1 个月后，王传振养的蚕开始摇头吐

回乡创业，桑蚕不分家

水，胸部萎缩并向腹部弯曲呈半月形，没几天就

有不少翻滚吐水死了。眼看着蚕成片死去，一时

又找不到病因，王传振心里郁闷极了。

就在近乎绝望的时候，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

农信联社的工作人员找到了王传振，帮他联系科

技站养殖专家会诊，确定蚕是氯丹粉中毒，随后

采取隔离、清洗、通风等措施，终于避免了蚕全部

死亡的后果。

看着剩下的蚕活下来了，王传振终于松了一

口气。于是，在之后的日子里，他每天的工作就

是晚上把预先扎好的方格蔟片平放在熟蚕蚕座

上，使蔟与蔟相连。等一晚上熟蚕爬上蔟片后，

再将蔟片搁挂到蔟架上。就这样，经过精心地培

育，在经历了 26天的生长期之后，王传振的第一

批蚕茧终于成功产出并售出。除去前期基础设

施建设的投入，那一次，王传振收入了 4600元。

虽然第一次养蚕的经过并不是十分顺利，但

王传振非但没有灰心，反而更坚定了在桑葚及蚕

桑这片领域深耕的决心。在王传振看来，夏津县

有着养蚕的先天优势，气候不像南方那样潮湿，

但也不会太干燥，这样一来，当地水土种植出的

桑葚叶里汁水甜分大，养出的蚕产的蚕丝品质都

在 5A 以上。在王传振的计划中，现在蚕园还处

在试验阶段，如果养殖技术成熟后，一张种蚕卵，

就能育出 2.5 万头蚕，整个蚕园的纯收入就能达

到 2万元左右。

虽然蚕园还没有大规模生产，之前种植的桑

树苗也还没有成材，但王传振却早已有了长远的

规划：目前在夏津，农户多种植果桑，除桑葚果能

够带来收益，桑叶基本都被浪费掉了。如果将来

养蚕得以规模化推广，果桑树的桑叶可用来养蚕，

这将每年给农户额外带来3000元左右的收益。

不仅如此，为了能够带动当地农户植桑养

蚕，王传振还打算成立一个蚕桑农业服务站，专

门为农户提供技术服务。

此外，王传振还将眼光投到了蚕桑的综合利

用上。在王传振心中，“桑鸡鱼堂”一直是他憧憬

的理想生态状态。桑就是种植桑葚树，果、叶两

用，桑叶养蚕、喂养野鸡等；蚕粪可以喂鱼；堂就

是特色食堂，桑叶茶、桑叶粉做的面食都可以发

展为特色餐饮。这样一来，就可以利用“桑鸡鱼

堂”来发展观光旅游和循环生态农业，并逐步建

立起特色品牌。

虽然王传振事业还在起步阶段，但家乡的父

老乡亲已经对这个“90 后”充满了期待。附近五

龙堂村村民岳乃玉、李克福家的大棚里以前都种

的是黄瓜、西红柿，效益不是很理想。在看到王

传振家大棚里桑葚苗效益不错后，表示以后也要

一起种桑葚。县里旅游局的副局长看到王传振

种的桑葚后，也夸奖他的桑葚果粒大，口感好，适

合鲜食，希望以后可以在农户中推广。

随着王传振养蚕技术的逐渐成熟，已经有越

来越多的当地农民开始到生态旅游区的蚕园里

找他学习养蚕。村民韩秀萍说，以前王寨村也养

过蚕，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就断了。现在王传振的

蚕园开起来了，像她这样五六十岁，厂子、企业都

不愿意招的人，以后就可以在家门口打上工，挣

到钱了。

当谈及未来的规划时，王传振说，他对发展

桑蚕产业很有信心。虽然现在事业还在起步阶

段，但家乡有着古老的蚕桑文化，丰富的古桑树

资源，只要坚持走规模化、专业化、产业化发展路

子，相信将来一定会大有可为。

（稿件来源：人民政协报）

推广循环生态农业，带动村民共致富

学名马铃薯的土豆还有许多“昵称”——山

药蛋、洋芋、白薯、薯仔……作为世界第四大粮食

作物，它在欧美发达国家的餐桌上已经作为主食

食用了很多年，并在人们的饮食中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

而在中国，马铃薯的消费形式多以鲜食为

主，从盘到碗，马铃薯主食化的道路并不容易，除

了国人的饮食观念和习惯，我国的马铃薯主食化

加工利用技术仍然落后于发达国家，加工关键技

术及装备也多源自对国外相关技术设备的引进

及改造。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数据显示，2013 年

世界马铃薯总产出 3.76 亿吨。随着近年我国马

铃薯主食化战略的确立，2014 年我国马铃薯种

植面积达 557 万公顷，鲜薯产量 9500 多万吨，面

积和产量均占世界四分之一左右，我国已成为马

铃薯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

9月 21日，由中国农科院农产品加工所牵头

组建的全国马铃薯主食加工产业联盟在甘肃定

西举行成立大会，同期农业部还发布了第四批全

国主食加工业示范企业。来自全国马铃薯主食

加工产业联盟的科研机构、企业、服务组织和第

四批全国主食加工业示范企业所在省市主管部

门及企业代表代共计 380 余人汇聚中国马铃薯

之乡，共同探讨如何提升主食加工业、推进马铃

薯等主食产品的开发。

全国马铃薯主食加工产业联盟

土豆君土豆君，，快到碗里来快到碗里来！！

“马铃薯主食化涉及到方方面面，比如马铃

薯主食加工专用品种筛选、马铃薯主食加工技术

研发、装备研制、标准制修订、保鲜物流、市场销

售、品牌建设等产业链环节。”中国农科院农产品

加工所所长戴小枫说。作为全国马铃薯主食加

工产业联盟理事长，他表示联盟的目标就是建立

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产业合作体系，聚

集技术资源，开展协同攻关，推动行业交流与合

作，凝聚一二三产力量，加快推进我国马铃薯主

食加工产业发展。

“联盟的组织原则为平等自愿、统一规划、优

势互补、合理分工、合作共赢、权利与义务共存。”

戴小枫说，“联盟成员单位有责任和义务互相支

持、互相配合，围绕马铃薯专用品种选育、加工技

术与装备创制、营养主食产品研发、市场开拓与

科普宣传等开展协同攻关，共同争取和承担国

家、省级和地方层面科技项目，充分利用产业联

盟的资源优势，开展多种规模、多种机制和多种

形式的协同创新工作。”

“我们希望建立以‘市场为驱动、技术为支

撑、项目为纽带’的开放式产学研合作模式，以企

业技术需求为主导，按‘共同投入、集中资源、优

势互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市场运行机制，

共同谋划联盟发展和科技进步。”戴小枫说。

加强行业交流才能集中资源、优势互补

去 年 发 布 了《中 国 食 物 与 营 养 发 展 纲 要

（2014—2020 年）》中曾广泛宣传过马铃薯的营

养价值——马铃薯的药用价值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自身的药用价值。古代医学典籍《本

草纲目》记载，马铃薯有“补虚乏，益气力，健脾

胃，强肾阴”的功效，使人“长寿少疾”。二是自

身的物理性质在医药方面的作用。马铃薯淀粉

可用以制作糖衣、胶囊等，以及牙科材料、医用

手套润滑剂等，还可作为维生素、葡萄糖等药

品原料。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认为，推进马铃

薯主食产品及产业开发，将马铃薯加工成适合

中国人消费习惯的馒头、面条、米粉等主食产

品，科学引导马铃薯主食消费，使马铃薯逐渐

成为居民一日三餐的选择之一，条件已经具

备，时机已经成熟。

据戴小枫介绍，近两年来，以张泓、木泰华两

位专家为首的中国农科院农产品加工所相关科

研团队，开展了一系列马铃薯主食产品配方和工

艺研发工作，开发出的产品在市场上销售，并进

行广泛宣传，取得了显著成效，社会反响强烈。

“今年，农业部还在北京、河北等地率先开展马铃

薯主食产品及产业开发试点，并由北京为主中心

向 7个次中心梯次推进。”

尽管如此，戴小枫认为目前仍然要高度重

视马铃薯主食营养科普宣传。“联盟成员单位

责无旁贷地组织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如

编写科普宣传册、挂图、连环画、科普系列丛

书，参与电视台节目制作、制作科普宣传短片

等。”他说，“从我们理事长单位做起，秘书处会

尽快注册联盟网站，建立实名制的微信群，为

大家提供交流平台，加大马铃薯主食产业化社

会覆盖度。”

他还建议各单位也设专门人员从事区域性

科普网站、微信群的维护管理工作。

重视科普工作才能提升百姓食用土豆主食的意识

戴小枫认为，制约我国马铃薯主食化的另一

个重要因素，是我国马铃薯加工产品形式主要为

淀粉、全粉、油炸薯片和薯条等，产品种类单一、

营养价值低，“缺乏适合我国居民饮食习惯的马

铃薯主食产品”。

据了解，目前我国马铃薯主食化研发团队开

展了马铃薯意大利面、胡辣汤等主食产品的试制，

完成了全粉添加对马铃薯面团的流变特性影响研

究，初步确定了含40%马铃薯全粉馒头的营养功效

测评试验方案，成功生产了55%占比的即食马铃薯

米粉，并申报相关专利20项。在专用设备研发上，

初步完成了马铃薯面条设备选型及功能改造方案，

制造出一体化仿生擀面机样机并开始市场推广。

“马铃薯富含人体所需的营养成分，通过对

传统主食内添加一定比例的马铃薯加工成新型

马铃薯主食产品，有望增强传统主食的营养价

值，将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人们对营养型主食的需

要。”戴小枫说，“我们通过对马铃薯主食的营养

含量和维生素、矿物质等微量营养素及膳食纤维

的含量进行了对比检测分析，发现马铃薯馒头、

面条等主食产品的营养价值高于小麦馒头、面条

等传统主食产品。”

“将马铃薯加工成适宜中国老百姓消费习惯

的馒头、面条、米粉等产品，是推进马铃薯由副食

消费向主食消费转变、由原料产品向加工制成品

转变、由温饱消费向营养健康消费转变的重要途

径。”戴小枫说。

联盟的成立让戴小枫对马铃薯主食化之路

充满信心：“我们一定能将马铃薯主食加工产业

做成利国利民的大产业，让人民群众的膳食营养

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让科学家的成果得到肯

定，让企业家的努力收获回报。”

食物的创新才是解决马铃薯主食化的根本出路

图片来源于网络


